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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效果研究

王 迪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四川德阳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20年 1月至 2022

年 12月，院内妇科相关护理人员共 18例，以及患者共 102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建立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

小组，明确小组人员选拔方案，小组工作职责，小组管理模式以及小组培训方案。明确在应用妇科宫颈癌亚专科

护理小组之后，院内的护理质量，相关护理人员核心能力。结果 应用后优于应用前，P＜0.05。结论 通过建立

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能够显著提升院内的护理质量以及相关护理人员核心能力，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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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subspecialty nursing group model for gynecological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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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subspecialty nursing group

model for gynecological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a total of 18

gynecology-related nurses and 102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sub-specialist

nursing team of gynecological cervical canc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selection plan, work responsibilities,

management model and training plan of the team should be define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gynecological cervical

cancer subspecialty nursing team,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the hospital and the core competence of related nursing staff

were defined. Results After application was better than before applic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ynecological cervical cancer subspecialty nursing tea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the core

competence of related nursing staff,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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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属于女性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中，高发

病率是宫颈癌的特点，其属于女性全身实体恶性肿瘤

类型中预后较好的癌瘤之一，且宫颈癌的致死率位列

癌症死亡率的第四[1]。现阶段对于宫颈癌患者的干预方

式主要以早发现、早治疗为主，但患者在接受治疗的

过程中，会出现相对较多的不良反应，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以及预后造成严重的影响。针对此类现象，需要

予以患者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保障患者的生活质

量，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预后[2-3]。本文将探究分析

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效果，

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院内妇科相

关护理人员共 18例，以及患者共 102例，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相关护理人员共 18例，年龄为：26-37岁，

平均年龄为：（31.45±3.10）岁）患者共 102例，年龄

为：36-68岁，平均年龄为：（52.36±3.17）岁，干预

前后一般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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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组建专业的护理小组，根据科宫颈癌亚专科的

构建方式以及分组方案，共涵盖了 6 个护理亚专科小

组，分别为：病情院内妇科实际情况为基础，在专科

护理人员培养方案的基础之上，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

妇监测小组、化疗管理小组、围手术期护理小组、人

性化关怀小组、并发症护理小组以及随访管理小组。

②明确小组人员的选拔方式，首先由护士长牵头，

明确院内妇科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相关护理人员（要

求其具备＞4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优良的专科护理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专科忽视或是进修宫颈癌相关专业的

护理人员优先，遵循个人申请、科室推荐、医院择优

的选拔方式进行选取）。完成后进一步确立专科小组

的组员，每个小组应当由 2-4 例相关护理人员构成，

结合护理人员的个人业务专长以及工作经验进行小组

的划分，落实组员与组长双向选选择，科室委员会择

优选取的模式。要求过程中需要把控队伍建设质量的

平均，按照相关护理人员职称、工作经验以及业务能

力水平的高低进行综合的搭配，做到各组之间人力资

源的均很发展。

③明确各小组工作职责，A.病情监测小组：要求

该小组内的护理人员能够有效的掌握各类评估量表的

实际应用，落实相关护理文书的书写，及时掌握患者

病情波动的实际情况，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加以记录，

并告知相关医师，协助相关医师落实对于患者的干预

措施，保障患者的安全。B.化疗管理小组：要求小组

内的相关护理人员需要及时掌握患者的实际情况，并

落实对于患者化疗之后各项不良反应的预防性干预，

做好对于患者营养、心理、皮肤等方面的护理措施，

确保患者在接受化疗后的身体状态。C.围手术期护理

小组：要求小组内的相关护理人员需要协助相关医师

落实对于患者术前的访视、手术相关准备工作的落实，

患者术前各项状态的评估，相关注意、禁忌事项的交

代以及对应的健康教育工作，不断的落实实际操作技

能的训练，保障术后配合质量的可持续提升，落实对

于患者术中的病情监测、保温护理等措施，术后的用

药指导以及术后查房等工作，确保手术质量的提升。D.

人性化关怀小组：需要相关护理人员及时落实对于患

者的心理引导，及时明确患者的心理状态，避免其出

现过度恐惧、焦虑甚至抑郁的负性情绪，确保患者自

身能够具备优良的身心状态接受后续的干预。E.并发

症护理小组：需要相关护理人员与各小组及时进行沟

通与交流，全面的掌握患者病情状态，定期落实对于

患者的风险评估，与小组组长共同制定出患者的预防

性护理措施，最大程度的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确保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预后。F.随访管理小组：要

求相关护理人员及时掌握患者的联系方式，通过多样

化的方式（互联哇、微信、电话等）定期与患者取得

联系，明确患者出院后的实际状态，引导其定期接受

复查，进而不断的落实对患者的延续性护理措施，确

保患者恢复质量的提升。

③小组管理模式：落实精细化的层级管理模式，

采用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为基础的层级管理模

式，建立手术室相关护理人员的信息档案，将其个人

信息、工作情况、培训记录以及考核情况等记录于其

中，使其人员的动态管理，结合医院以及护理人员的

实际情况，进行岗位的分配，以护理人员岗位的递进

关系为基础，将其分为不同的等级，对应等级的护理

人员落实相应的护理工作，如：护士长、责任组长以

及责任护士。由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高资质相关护理

人员落实责任组长的岗位，由普通的护理人员落实专

业要求相对较低的责任护士岗位。在分工方面：护士

长需要每日对相关护理工作进行监督以及仔细的检查，

分析现阶段科室内高发的护理风险事件，并进行整理，

明确护理质量的管理体系，完善管理制度，要求相关

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应注意护理措施的高质

量性，把控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同时制定出相应

的奖惩制度，以每月或是每季度一次的频率进行护理

工作的总结，引导相关护理人员分享在护理工作中的

心得，整理在此期间所存在的隐患，并制定出具有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进行干预。

④小组培训方案，各级护理人员的培训内容由亚

专科负责，由小组组长以及护士长共同制定分层培训

方案，组织科室内的相关护理人员学习各亚专科相关

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落实对于进修、轮转以

及新进小组护理人员的培训与考核，保障院内护理人

员护理服务质量的可持续提升。

1.3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采用评分的方式进行评定，包括基础护

理评分、专科护理评分以及优质护理评分，分数越高

表示护理质量越好。相关护理人员核心能力采用评分

的方式进修评定，包括：综合能力评分、团队合作能

力评分、分析能力评分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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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高表示相关护理人员核心能力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应用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前后护理质

量

对比应用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前后护理质

量，应用后优于应用前，P＜0.05，如下所示：

对照组基础护理评分为：（13.77±2.53）分；观察

组基础护理评分为：（13.77±2.53）分；其中 t=8.916，

P=0.001。

对照组专科护理评分为：（22.70±2.10）分；观察

组专科护理评分为：（27.06±1.97）分；其中 t=7.621，

P=0.001。

对照组优质护理评分为：（16.22±2.14）分；观察

组优质护理评分为：（19.56±0.87）分；其中 t=13.337，

P=0.001。

2.2 应用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前相关护理

人员核心能力

对比应用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前相关护理

人员核心能力，应用后优于应用前，P＜0.05，如下所

示：

对照组综合能力评分为：（53.46±22.68）分；观

察组综合能力评分为：（31.50±15.89）分；其中 t=8.129，

P=0.001。

对照组分析能力评分为：（56.11±14.84）分；观

察组分析能力评分为：（27.28±15.20）分；其中 t=10.016，

P=0.001。

对照组团队合作能力评分为：（50.26±20.35）分；

观察组团队合作能力评分为：（32.55±17.83）分；其

中 t=7.518，P=0.001。

对照组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为：（48.80±13.61）

分；观察组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为：（25.08±8.51）分；

其中 t=4.971，P=0.001。

3 讨论

亚专业化属于医学专科化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

及时落实对于亚专科护理人员的培训措施，能够有效

的提升相关护理人员的综合技能、护理质量以及其核

心能力[4-6]。近年来，随着国内专业护理模式的迅速发

展，各医院专科护理队伍的建设呈现出普遍化的状态，

但是在亚专科护理人员的培训方面，多数地区仍处于

探究积累的阶段，其临床的实践水平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差异，仍然需要不断的探索并借鉴相关先进经验，

确保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的全面发展[7-8。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组建专业的妇科宫颈癌亚专

科护理小组，将该护理小组分为了病情监测、化疗管

理、围手术期护理、人性化关怀、并发症护理以及随

访管理的亚专科小组，并通过明确小组人员选拔方案，

小组工作职责，小组管理模式以及小组培训方案，确

保了整体护理质量的提升，并将其进行实际的应用，

取得了优良的护理效果，相比于传统的护理模式，该

工作模式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妇科宫颈癌亚专科护理小组，

能够显著提升院内的护理质量以及相关护理人员核心

能力，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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