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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整体护理在康复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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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责任整体护理在康复科的应用效果。方法 为了将当前康复科护理水平提升，首先需要在

护理期间采取更加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研究开展对比实验，实验对象为本院的 82 例康复科患者，将患者进行

双盲分组后，分别采取不同的护理方式，即常规护理以及责任制整体护理，比较两组护理结果。结果 比较后发

现，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护理效果对比数据明显存在比较大差异（P＜0.05）。结论 在康复科采用责任制整体

护理可以将康复科护理水平整体提升，从而改善患者的康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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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holistic nursing in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ent nursing level of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adopt more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and carry out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are 82 patients in the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namely 
routine nursing and responsibility-based holistic nursing,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rsing effect comparison data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level of the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as a whole, 
thereby improving the recovery speed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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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随

之提升，因此对护理干预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护理质量对当前人们的治疗效果有着非常关键的影

响，提升护理水平也可以促进患者的康复速度并改善

患者预后。而康复科是临床中的重要科室之一，其主

要的治疗领域就是提升患者的康复速度，对患者进行

专业康复训练，因此在康复科护理中，护理质量也非

常的关键且重要。这就要在康复科护理期间，应用更

加高水平的护理管理措施，不断促进护理干预模式的

进步，而责任制整体护理是近年来临床中常见的一种

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护理原理是将护理人员的护理责

任进行细化，根据院内的具体情况，采用有效的责任

制护理措施，比如层级管理制、小组责任制、管床责

任制、护士床边工作制和记录制等，从而不断优化当

前康复科的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水平，将患者所接受

的护理干预措施更加专业化和人性化。为探索责任制

整体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本文就责任制护理的应用

进行详细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本院医学审核并批准后，研究在 2020 年 4 月开

始至 2022 年 6 月结束，就这一期间在本院康复科进行

治疗的 82 例康复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分组

后分别命名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其中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25∶16，年龄最小值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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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分别为 21 岁至 60 岁，平均年龄为（48.51±5.64）
岁；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26∶15，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

分别为 22 岁和 61 岁，平均年龄为（48.67±6.47）岁。

一般资料比较结果显示差异较小（P＞0.05）。 
1.2 方法 
为两组患者分别采取不同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

使用常规护理干预，常规护理的主要干预内容是对患

者进行健康宣教、药物指导以及日常护理等等，观察

组则是在这一基础上采取责任制整体护理，详细护理

步骤如下： 
（1）分析现状，认清问题。 
在科室内开展该护理干预之前，科室内的护理问

题和现状是非常需要及时认清的，只有通过及时发现

科室内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才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处

理。因此首先就需要展开相关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

容是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影响问题进行统计，所

有护理人员都要积极的进行响应和建议，在所有护理

人员对当前科室内存在的护理问题有一定了解后才可

以进行下一步护理干预措施。经过分析后发现，患者

方面、护理人员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护理质量影

响，就患者方面而言，在康复科进行治疗的患者基本

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且瘫痪的情况也比较多，

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基本是无法进行生活自理和行动

的，因此就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更加细致的护理

服务和生活服务，从而确保患者生活可以顺利的进行
[1]。因此这也给护理人员造成了较大的护理压力，这也

是护理人员方面的主要影响，由于当前康复科护理人

员所面临的护理压力较大，因此这也导致护理人员的

护理质量受到影响，当前科室内排班依然存在不合理

的现象，护理人员结构不足，加班的情况频频出现，

这就需要护理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的护理能力，以更加

积极和乐观的情绪面对护理工作。在护理工作期间，

护理人员需要将以往以医院为中心的护理干预理念进

行转变，及时的转换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干预理念，

在护理期间以尊重患者的个人生活习惯以及想法为中

心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提升当前护理干预

的质量，也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同感提升[2]。 
（2）改变旧有心态，树立全新护理模式。 
在传统的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往往是采取以完

成护理任务为护理目的的护理干预方式，这种护理干

预方式也忽略了护理干预的针对性和个性化，同时导

致护理人员的责任感较弱。在护理过程中采取责任制

整体护理的主要效果就是通过病床向护士进行责任区

的划分，对护理人员的资历、专业技术、职称和年资

等不同的资料进行分析后，为护理人员实施更具有效

性的固定床位划分，每一名护理人员需负责一定数量

的床位。这种责任制护理模式的实施，有效的将护理

人员的责任感提升，同时护理人员在这一护理干预模

式的影响下，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随之提升，

从而在护理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热情和能力，不断的提

升当前康复科的护理水平。在康复科实施责任制整体

护理时，相关管理人员需要充分的分析护理人员的护

理优势，将护理人员进行科学分组，分成不同的责任

小组，并在小组中由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作

为小组长来指导和监督其他小组成员护理服务的开展

情况。同时，护士长还需要不定期的进行查房，通过

查房来对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情况进行了解，从而整

体提升当前护理工作水平[3]。 
（3）明确责任与工作的划分。 
在科室内，需要根据科室的实际护理情况，来划

分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合理的规范床位护士、组长

以及责任护士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具体内容，从而以此

作为进行奖励和惩罚的依据，对护理人员进行更加合

理的奖惩处理。其次，康复科内还需要根据护理人员

的绩效建立更加完善且科学的绩效制度，通过绩效制

度来全面的监督和管理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4]。在科室

内要定期考核，并设立相应考核模式和制度，通过考

核结果来划分护理人员的具体责任和工作质量，从而

不断的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将护理质量显著

提升。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作为对比依据。 
1.4 统计学处理 
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统计学处理是非常必要

的步骤之一，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来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分析处理后，会对计量和计

数进行不同方式的表达，分别是±标准差和 n（%）；

其次对数据进行检验会采用 t 和 χ2 进行。经对比后，

组间差异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视为（P＜0.05）。 
2 结果 
表 1 为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 
3 讨论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护理工作水

平的提升已经成为了当前临床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内容。

传统的护理工作中，通常是以排班制护理为中心，且护

理人员在护理期间是以患者的疾病作为护理中心，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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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护理人物作为护理目标开展的护理工作，护理工作缺

乏针对性和个性化，忽略了患者的心理需求，同时在护

理过程中也缺乏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并未照顾到患者的

心理状态和病情充分结合的护理把握。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1 22（53.65） 18（43.90） 1（2.43） 40（97.56） 

对照组 41 16（39.02） 18（43.90） 7（17.07） 34（82.92） 

χ2
值     12.0314 

P 值     ＜0.05 

 
而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升，护理模式也逐渐的出

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干预理念，其中责任制护理

模式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护理干预措施，在护理过程

中，通常是以患者为中心，通过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

专业素质和责任感来为其实施的具有全面性、系统性

和整体性的护理措施。责任制护理模式可以充分的调

动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服务意识，将被动护理转

化为主动护理，从而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和

认可。在本次研究中，比较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经过对比发现，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康复科采取责任制整体护理

可以将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显著提升，同时提升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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