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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整体护理在呼吸内科优质护理服务中应用的效果 

沈 洁，陈 珠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海南三亚 

【摘要】目的 探究呼吸内科优质护理服务的改进方向，验证责任制整体护理的实际效果。方法 选取呼吸内

科收治的 10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51 例(对照组)入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2023 年 8 月，该时期仍采用常

规优质护理(方案 A)，其余 51 例(观察组)入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2024 年 3 月，该时期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方
案 B)，对比两种护理方案的临床效果应用。结果 观察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医院感染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责任制整体护理填补了常规优质护理的弱点，有利于改进护理

质量和护患关系，同时减少医院感染风险，从而提升呼吸内科整体医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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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based holistic nursing in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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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and to verify the actual effect of overall nursing care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Methods 102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mong them, 51 cases 
(control group) were admitted from March 2023 to August 2023. During this period, routine high-quality care was still 
used (Plan A), and the remaining 51 cases (observation Group) will be admitted from September 2023 to March 2024. 
During this period, responsibility-based holistic nursing (Plan B) will be implemente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plans will b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ospital inf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Responsibility-based holistic nursing fills the shortcomings 
of conventional high-quality nursing,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nd the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while reducing the risk of hospital infection, there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medical care level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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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常见疾病包括上下呼吸道感染、气道病

变、肺内病变、肺血管病变等，患者需要每日定时接受

体温、血压等体征监测，衣物被褥需要定期清洗、更换，

对环境整洁度的要求也相对较高[1]。世卫组织数据显

示，下呼吸道感染是目前全球最为致命的传染性疾病，

此类疾病可能由一种或多种病原体导致，临床症状各

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种病原体也可能导致多种疾病，反

之，相同疾病也可能因不同病原体感染所致[2]。考虑到

传染性疾病对医院感染的影响，我院一直非常重视呼

吸内科的临床护理，曾将常规护理改进为优质护理，又

在此基础上升级为责任制整体护理，以期进一步降低

医院感染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呼吸内科整体护理

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呼吸内科收治的 10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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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1 例（对照组）入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2023 年

8 月，该时期仍采用常规优质护理（方案 A），其余 51
例（观察组）入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2024 年 3 月，

该时期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方案 B）；对照组：男 27
例，女 24 例，年龄 18-79（55.39±14.12）岁，肺炎 7
例、哮喘 9 例、呼吸道感染 5 例，支气管肺炎 7 例、

慢阻肺 18 例、肺气肿 5 例；观察组：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 18-79（55.87±14.45）岁，肺炎 8 例、哮喘

10 例、呼吸道感染 4 例，支气管肺炎 6 例、慢阻肺 16
例、肺气肿 7 例；两组患者病因相似，性别、年龄差异

较小，P＞0.05，无统计学意义。 
伦理情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医学伦理准

则；纳入标准：①符合相关疾病临床诊断标准（实用内

科学）；②临床资料完整；③可以正常交流，充分理解

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④同意参与研究，并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重大疾病；②合并意识不清、

精神异常，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沟通；③手术史（3 个

月内）；④全身性炎症；⑤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常规优质护理 
对照组采用护理方案 A：主要包括结合患者个体

情况设计护理计划，监测患者病情发展，及时与主治医

师沟通，遵医嘱指导用药、饮食、运动等，同时负责健

康宣教、病房管理、并发症预防等。 
1.2.2 责任制整体护理 
观察组采用护理方案 B：①组建责任制整体护理

小组，指定总负责人，监管负责人，明确岗位职责；对

以往护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并提出解决方

法，规范呼吸内科护理服务标准流程，明确考核标准，

要求护理人员考核达标后上岗工作；②及时更新呼吸

内科护理相关知识，组织护理人员共同学习[3]；③为患

者制定护理计划时需要考虑患者文化程度和当下的心

理状态，合理安排健康宣教[4]；③注重沟通技巧，尽可

能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容易理解的通俗用语，耐心解答

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表达要清晰，展现出同理心，

并对患者的正向反馈及时予以语言激励[5]；④加强心理

护理，关注患者情绪变化、饮食及睡眠情况，出现不良

征兆，及时采取干预措施；⑤加强病房管理，严格执行

消毒、隔离操作规范，由监管负责人不定期抽查考核；

⑥定期进行护理质量考核，并从患者处了解情况，对不

足之处予以改进[6]。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质量 
由护理管理负责人对护理人员阶段内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评估，包括护理人员专业技能、服务意识、沟通

能力、应变能力四个方面，总分 0-100 分，单项 0-25
分，分值与护理质量成正比。 

1.3.2 患者满意度 
拟定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由患者匿名填写，

满分 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认可度越高。 
1.3.3 医院感染情况 
统计患者入院治疗期间发生的医院感染情况，详

细记录病情，分析感染原因（消毒不规范、环境污染、

隔离不到位、抗生素使用不当等），跟进后续治疗，并

进行组间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将研究相关数据输入到 SPSS26.0统计学软件包予

以处理，计数资料应用 n（%）描述，计量资料应用（ x
±s）描述，组间经 t 和 χ2检验，当差异在 P＜0.05 时，

说明存在临床可比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证明护理方案 B 能够

全方面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服务意识、沟通能

力，以及应变能力，从而更好的为呼吸内科患者提供护

理服务，获得患者的认可；见表 1。 
2.2 医院感染情况比较 
观察组医院感染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护理方案 B 有利于降低呼吸

内科医院感染风险，保障治疗效果，并进一步提高医疗

安全；见表 2。 

表 1  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专业技能 服务意识 沟通能力 应变能力 满意度 

对照组 51 22.39±1.56 22.15±2.06 22.56±1.37 21.93±2.46 92.35±3.36 

观察组 51 25.01±1.87 25.34±1.45 25.76±1.85 23.77±2.52 95.12±2.68 

t - 7.683 9.043 9.927 3.731 4.602 

P - 0.001 ＜0.001 ＜0.001 0.00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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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医院感染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消毒不规范 环境污染 隔离不到位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1 2（3.92） 1（1.96） 1（1.96） 4（7.84） 

观察组 51 0（0.00） 0（0.00） 0（0.00） 0（0.00） 

χ2 - - - - 4.163 

P - - - - 0.041 

 
3 讨论 
呼吸内科患者的临床表现非常多，很多疾病都可

能对患者呼吸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给患者生理、心理造

成较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相对较

高。受到呼吸系统自身复杂性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呼吸内科收治的患者数量呈现上升趋势，我院

以往采用的常规护理逐渐在完整性、针对性、连续性方

面暴露出一些缺点，需要进行纠正改进，才能更好的满

足临床需求。 
通过本次研究，笔者将责任制整体护理的优点归

纳为三点： 
①建立在优质护理基础上的责任制整体护理，确

保了呼吸内科护理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针对性也更强；

对于操作细节进行规范化的补充，更利于护理工作高

效、有序开展； 
②明确岗位职责和考核标准、定期培训等手段，可

以显著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激活其工

作积极性，降低人为差错率[7]； 
③有效的沟通不仅可以增进护患关系，减少护患

纠纷，还可以提高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主动表达

真实想法，从而获得真实的患者反馈，以便后续进一步

改进护理措施[8]。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护理方案 B 的

观察组，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医院感染情况均明显

好于采用护理方案 A 的对照组，P＜0.05，验证了责任

制整体护理的临床可行性和有效性。王燕和侯燕的研

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提供了更多数据支持[9-10]，也证

明了前文总结的各种优点。 
综上所述，呼吸内科护理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采用责任制整体护理可以显著提高护

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服务意识、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有利于增进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减少护患纠纷，

为医院和科室赢得良好的口碑和社会形象。此外，责任

制整体护理还可以有效控制医院感染风险，为呼吸内

科患者提供安全治疗环境，促进治疗效果，减少不必要

的生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种科学高效的护理模

式，责任制整体护理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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