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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R 沟通模式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交接班中的应用 

惠玉凤，赵文梅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新疆喀什 

【摘要】目的 围绕重症监护病房交接班开展试验，经数据比对，对沟通模式的规划优势进行直观展示。方

法 于院内开展跨度覆盖 3 年的临床空白对照试验，将 2021 年作为试验起点，将覆盖区间内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就

诊对象作为受试者（n=80），令患者先后入组 A 组（n=40，未进行沟通模式规划）与 B 组（n=40，实施 SBAR
沟通模式）。观察：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估；护理满意度改善情况临床评估。结

果 B 组护士对患者的病情掌握程度评分更高，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验具备统计

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B 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分更高，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

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验具备统计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B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各维度临床评估分数更

高，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验具备统计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结论 为
重症监护病房患者规划沟通模式有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对于临床护理的满意程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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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BAR communication mode in nursing handover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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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onduct experiments around the shift handover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and visually 
demonstrate the planning advantages of communication mode through data comparison. Methods A 3-year clinical blank 
control trial was conducted in the hospital, with 2021 as the starting point.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ithin the 
coverage area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n=80), and patients were successively enrolled in group A (n=40, without 
communication mode planning) and group B (n=40, with SBAR communication mode implemented). Observation: 
Nurses' mastery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Clinical evaluation of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improvement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nurses in Group B scored higher on the degree of mastery o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did not suppor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st after completing the statistical comparison with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value (P<0.05); 
The clinical score of the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as higher, and the probability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ata between groups that did not support the trial after completing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with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value (P<0.05);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higher, and the probability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ata between 
groups that did not support the trial after completing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with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value (P<0.05). Conclusion Planning a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can help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evaluat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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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中收治的患者因其病情严重变化速

度快、情况复杂、患者生命体征波动大等因素使得该

部分患者护理难度增加，为临床护理工作增加了工作

负荷的同时，也对交接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需护

理人员在掌握精准护理技能的同时，充分了解患者病

情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能够精准确切的为患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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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服务。交接班等沟通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导

致该类患者护理服务进展受到阻碍，对其生命健康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3-4]。交接班有效沟通是促进护理服务

顺利开展、保障患者医疗权益合理实现的重要前提与

先决条件，对提高护理质量与护理满意度以及患者生

存质量具有指导性价值[5]。 
相较于常规交接班沟通模式 SBAR 标准化沟通理

念在降低患者并发症与护理期间形成的恶性事件的发

生风险与缓和护患关系中发挥了突出的优势[6]。现本文

对该沟通模式在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护理环节中发挥的

在保障交接班顺利开展、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等领域

中优势进行了论著，目的在于为重症监护病房患者获

得理想护理预期以及合理实现医疗权益提供保障，详

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于院内部门开展跨度覆盖 3 年的临床空白对照试

验，将 2021 年作为试验起点，将覆盖区间内重症监护

病房中的就诊对象作为受试者（n=80），依据患者就

诊时序、科室内登记信息的完整度以及试验中所涉的

沟通模式类型令患者先后入组 A 组（n=40）与 B 组

（n=40），患者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 [例（％）/( x ±s)] 

组别 B 患者组 A 患者组 T/χ2 值 P 值 

年龄（岁） 
年龄区间 [35,79] [34,81] - - 

平均值 62.24±5.75 62.35±5.41 0.088 0.930 

性别（例） 
男性 21 18 

0.450 0.503 
女性 19 22 

 
1.2 方法 
A 组（未进行沟通模式规划）。行常规重症监护

病房管理。B 组（实施 SBAR 沟通模式）。①构建重

症监护病房 SBAR 沟通模式标准。由护士长与责任护

士监督，借助情景模拟教学与集中授课等路径对 SBAR
沟通模式在交接班环节中的定义、重要性进行讲解，

依据培训人数发放重症监护病房 SBAR 沟通模式交接

班记录表，对其中的项目进行讲解，同时要求护理人

员对项目内容进行完全掌握与理解。依据科室特点与

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特点拟订风险筛查系统，结合患者

病情变化确定是否需为患者呼叫上级医师，当患者沟

通模式记录表的单项分数至少为 3 分时应对患者的满

意度等进行评估并与患者开展针对性私密性、动机性

访谈。②S（现状）对患者病区内情况、患者病床编码、

基础信息以及生命体征等进行了解。③B（背景）：对

患者诊断结果与治疗经过、现病史、疾病发展现状、

药物过敏情况进行了解。④A（评估）：对呼吸机使用

情况、管道通路与引流也的性状等进行统计。⑤R（建

议）：主要内容包括已做的处理、下一步建议。在交

接班期间应由当班护理人员填写并移交至交接班人员

手中，双方进行查阅、确认后检查是否存在遗漏，若

有缺项则需进行及时补充，确定无疑问后经由双方进

行签字。 
1.3 判定指标 

判断沟通模式规划是否具备支持试验具备统计差

异、沟通模式是否具备使用价值的指标依次为：1）护

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2）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

估；3）护理满意度改善情况临床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试验各指标均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S25.0 检验，卡

方比对计数资料（%）率；t 值比对计量资料（均数±

标准差）；如组间数据有差异（p＜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比较 
B 组护士对患者的病情掌握程度评分更高，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验具

备统计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详细数据

见表 2。 
2.2 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估比较 
B 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分更高，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验具

备统计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详细数据

见表 3。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改善情况临床评估比较 
B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各维度临床评估分数更高，

与 A 组患者完成统计比对后组间存在的数据不支持试

验具备统计意义的概率低于标准值（P<0.05），详细

数据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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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 x ±s），分] 

组别 存在风险 诊断与病情监护 治疗 异常诊断结果 

B 组（n=40） 9.24±2.25 9.12±1.64 6.64±1.25 9.71±2.25 

A 组（n=40） 6.64±1.25 7.25±1.33 9.02±1.65 6.22±2.79 

t 值 6.388 5.601 7.271 6.158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7 

表 3 比对两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临床评估分数（ x ±s，分） 

组别 物质水准 躯体生活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B 组（n=40） 86.89±4.05 87.61±9.58 82.41±6.55 85.85±7.55 

A 组（n=40） 71.53±4.85 75.45±6.17 71.59±3.55 77.47±6.58 

t 值 15.374 12.299 9.185 5.29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4 比对两组护理满意度改善情况临床评估分数（ x ±s，分） 

组别 护理服务技术 护理服务态度 换药态度 沟通满意度 

B 组（n=40） 9.35±1.44 7.44±2.10 9.10±1.64 7.25±2.33 

A 组（n=40） 14.31±1.47 14.04±2.13 11.34±1.33 10.30±2.39 

t 值 15.244 13.955 6.709 5.779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7 

 
3 讨论 
SBAR 沟通模式是指将临床依据为作为沟通方式

开展的基础与证据，SBAR 分别是指患者基础情况、

生命体征波动情况与病情发展趋势；既往治疗与既往

病史；可能对患者病情产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在职当班

护理人员依据患者病情发展趋势所提出的针对性意见

与诊疗建议[7]。四个环节组建了 SBAR 整体沟通模式，

在应用于交接班护理中可全方位对患者当班情况以及

病情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有效建立交接班模

式，使得交班人员能够协助接班护理人员在短期内依

据交接班表与交班护理人员的描述，深入了解患者具

体情况，同时对患者病情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能

够迅速投入后续护理，有利于完善患者护理模式，提

高患者护理满意度，从而为患者实现合理的医疗权益

提供保障[8]。本文中数据指出，在应用该护理交班护理

模式后，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及存在风险诊断治

疗经过异常情况等了解程度显著提升，同时患者生存

质量与护理满意度也极大程度得到改善，表明该沟通

模式在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沟通与交接班护理中具有显

著意义。经分析与以下因素有关：SBAR 沟通模式与

临床现有的其他沟通模式相较根据优势，期将临床证

据作为基础同时将沟通方式作为实践标准，进一步避

免了医护、护患与医患之间存在的沟通障碍，同时高

度避免了交接班过程较长的现象，节约时间的同时提

高了工作效率，也进一步为提高患者临床护理的满意

程度提供了实践基础[9]。此外，SBAR 模式也有效改善

了医护人员之间的信任感，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发

展与提升了护理人员的综合实力，因此期协助改善临

床护理环境的能力更为突出[11]。 
综上所述，将 SBAR 沟通模式融入至重症监护病

房的交接班护理中有助于综合性提高护理质量，改善

整体护理环境，降低医疗时间发生风险，保护患者合

理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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