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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护士分组护理制度在消化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余阳慧，李 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消化内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在消化内科护理中，对护士分组护理制度的应用进行分析，了解其应用效果。方法 研
究开展阶段即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将在本院接受消化内科治疗的患者视为研究样本，在此过程中

选取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将患者资料整理后利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顺序编排，同时应用分组软件完成小

组建立。分入参照组中的 40 例患者应用常规功能制护理方法，分入研究组的 40 例患者应护士分组护理制

度。护理过程中记录相关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作为研究指标。结果 将护理后的护理质量和护理效率

作为主要分析项目，研究组护理后各项护理质量均高于参照组，同时护理效率比参照组高，存在明显的优

势（P＜0.05），结果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消化内科护理中采用消化内科护士分组护理制度，能

够有效地促进护理质量提高，使护理工作效率更进一步，具有较高的临床借鉴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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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ui Yu, Zhi L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o. 925 Hospital,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nurse group nursing system in the nursing of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and to understand its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During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stage,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patients receiving gastroenterology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regarded as 
research sampl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as selected as 80, and the data of the patients were 
sorted out using computer The related software is arranged in sequence, and the grouping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lete the group establishment. The 40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assigned to the routine functional 
nursing method, and the 40 patients assigned to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assigned to the nursing group by nurses. 
Relevant research data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analyzed and used as research indicators. Results 
Taking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nursing efficiency after nursing as the main analysis items, the nursing quality after 
nursing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nursing efficienc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ith obvious advantages (P<0.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Adopting the nursing group nursing system of gastroenterology nurses in the 
nursing of gastroenterolog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and further the nursing 
work efficiency. It has high clinical reference value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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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化内科是医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所有科

室中较大的科室之一，所收治的患者具有病情变化快

且复杂的特点，需要临床中对其病情进行及时合理地

控制，若延误或治疗不当就会导致患者的病情持续发

展，对其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据相关研究表明，

对消化内科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护理

方法及相应的工作制度，能够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

提高患者病情控制效果，使其早日恢复[1]。就分组护

理制度而言，其是将护理人员分为多个小组对同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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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患者进行护理，这有利于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

并保证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对护理质量和效率的

提高有着积极作用[2]。为了深入分析消化内科护理中

护士分组制度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重新整理思路，对

本院收取的部分患者开展护士分组护理制度，然而为

了更加明确该治疗方法的应用情况，同期选择部分患

者接受以往所使用的常规护理制度，形成鲜明的对

比，报告内容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的选取阶段主要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全部来源于我院收治的消化内科患者，选取

过程中以典型代表的 80 例患者为主，将患者以 40 人

一个小组的方法采用随机软件进行研究小组的划分，

并应用不同治疗方法完成分析。一组使用常规功能制

度护理（参照组），另一组使用护士分组护理制度（研

究组），22 例和 23 例是两组患者中男性患者的比例，

18 例：17 例则是两组中女性患者的比例，21 岁至 69
岁是研究组患者最低年龄值最高年龄的范围，参照组

20 至 71 岁，平均年龄相比（45.49±6.48）岁：（46.21
±6.37）岁。研究组患者的最低病程至最高病程范围

是 1天至 7年，参照组 1天至 8天，平均病程相比（3.52
±0.79）年∶（4.01±0.82）。相关资料统计后比较

差异不够明显，说明可作为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并突

出（P＞0.05）。研究经过院方伦理委员会审批后实

施。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接受护理期间，所使用的护理模式为

传统功能制护理方法，即护理人员依据护理相关制度

对患者展开护理工作，不仅分组护理。 
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

护士分组护理制度，具体措施如下： 
（1）对床位分组分管。对病区中的床位进行统

计，依据相关床位和护理人员的人数，对护理人员进

行分组，每个小组都有合理安排人员，既要有责任护

士，又要明确小组组长，明确护士护理期间负责的床

位，四个或五个床位由 1 名护士负责，同时实施护理

工作，在此期间，对于其他床位则由组长进行管理。

另外小组组长还要对组员进行管理，并进行护理人员

的指导工作。与此同时要积极组织组员参加相关技术

的培训，在此期间让护理人员掌握正确书写病历的方

法，并熟练应用各项护理措施和技能。此外，组长还

要积极地对小组负责区域中的危重患者进行护理。 
（2）对各个层级护士的岗位职责进行明确，根

据不同护理人员的职责，落实分层管理制度，由护士

长负责管理和指导，确保护理管理工作的全面性和统

一性[3]。 
（3）流动护士工作站要积极建立，在进行流动

护士站建立期间，将护理功能组车作为流动管理的基

础，护理人员要确保流动护理工作车中的物品齐全，

不仅要放置输液用品，还要有治疗药物、听诊器和血

压测量设备。 
（4）对服务模式进行改变，以往护理工作主要

是患者被动接受服务，在护士分组管理的过程中，需

要以主动服务作为患者护理的主要内容，护理人员积

极主动地进行巡视，并加大频率和力度，病房中患者

的巡视，由责任护士完成，并要保证大部分时间在病

房观察患者的请，以此减少患者的主动呼叫次数，对

护理工作所产生的相关内容以护理文书的方式进行

记录，并保证记录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保证患者的病

情变化能够得到全面地了解。 
（5）落实护理责任，明确每位护理人员的责任，

同时对护理人员负责的护理区域内的相关措施进行

明确，既要完成患者的生活护理，还要落实细节方面

的护理工作，同时积极主动的对患者或家属进行心理

护理，从而避免不良情绪的产生，保证患者以轻松的

心态接受临床治疗和护理。 
1.3 观察指标 
（1）护理后对护理质量进行比较，通过 7 个方

面进行评价，记录每个项目的占比，其中护理合格率

和急救药品完好率、护理文书合格率等占比越高说明

护理质量越高，压疮、意外、差错和感染事件发生率

越低说明护理质量越高，记录相关比率后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比较。 
（2）护理后通过往返病房次数和患者铃声呼叫

次数对护理效率进行评价，次数越低说明效率越高，

统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组间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资料的表示方式通过两种方法表现，（%）

标识和（±）标识分别代表本研究中计数资料的表示

方法和本研究计量资料表示方法，不同的表达方式采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检验，在计量检验和计数资料检验

期间，以 t 检验和 χ2检验为主。当检验结果表现出较

大差异时则使用（P＜0.05）表示，这也表示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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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护理质量 
通过多个角度分析可知，研究组护理后的护理质

量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优势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2.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护理效率 
通过往返病房次数和铃声呼叫次数的统计发现，

研究组较低，说明护理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

见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护理质量（n/%）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合格率 急救药品完好率 护理文书合格率 压疮发生率 意外发生率 差错事故发生率 院内感染发生率 

研究组 40 39（97.5） 40（100.0） 40（100.0） 0（0.0） 0（0.0） 0（0.0） 0（0.0） 

参照组 40 33（82.5） 35（87.5） 35（87.5） 7（17.5） 1（2.5） 3（7.5） 13（32.5） 

χ2  9.235 10.228 11.235 7.528 3.235 7.479 12.5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护理效率（x±s，次） 

组别 例数 往返病房次数 铃声呼叫次数 

研究组 40 6.13±2.16 4.07±1.66 

参照组 40 14.27±3.55 8.35±2.47 

t  7.235 4.538 

P 值  ＜0.05 ＜0.05 
 
3 讨论 
在消化内科护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护理人员的

工作任务较重，通过分组护理工作制度合理的分配，

有利于减少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通过小组分配的方

法，让护理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小组的护理工作中，

同时该护理制度的开展还明确的护理人员的职责，有

利于促进护理质量的进一步提高[4]。确保护理人员责

任心的提高，保证在自身护理范围内积极有效地开展

护理工作，从而减少轮转护理工作中推卸责任的现

象，对护理人员的责任感有一定的提高作用。此外，

在实际护理中小组护理制度的开展，有利于对患者的

生活情况加强护理，一方面促进了护理人员的服务意

识，另一方面拉近了护患关系，能够有效的了解到患

者的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满足，从而促进了整体工作

效率的提高[5]。本研究将分组护理制度的相关内容应

用到参照组的患者中，结果显示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参

照组，而参照组的护理效率比研究组低，存在差异和

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消化内科护理工作中应用分组护理

工作制度，能够促进护理效率的提高，对护理质量有

良好的提高作用，可加大应用及推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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