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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在肿瘤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与探讨

赵彩霞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 要：目的：探讨精细化护理在肿瘤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12月某三甲医院肿瘤科
68名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投掷法将其划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4名。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研
究组采用精细化护理管理，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护理人员考核成绩以及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

果：管理后，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考核成绩均有所提升，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
论：精细化护理应用于肿瘤科护理管理中，可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护理人员专业水平与自我评价，进而提高护理满意

度，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关键词：精细化护理；护理管理；护理质量；肿瘤科

引言：肿瘤科护理工作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患者

病情严重、治疗周期长且心理负担重，对护理质量要求极

高。传统的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在满足肿瘤科患者及护理工

作需求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精细化护理作为一种先进的

护理理念与管理模式，注重细节管理、优化流程以及提升

护理人员综合素质，有望为肿瘤科护理管理带来新的突

破。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细化护理在肿瘤科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效果，为提高肿瘤科护理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2年1-12月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68名护理人员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在

肿瘤科从事护理工作满1年及以上，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进修护士、休假超过3个月及以上的护理人员。

1.2  分组方法
采用随机投掷法将68名护理人员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34名。
1.3  干预方法
1.3.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按照医院既

定的护理规章制度进行日常护理工作安排、人员调配以

及质量监督等，未实施特殊的精细化管理措施。

1.3.2  研究组：采用精细化护理管理，具体措施如
下：（1）护理人员培训精细化：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培
训，邀请肿瘤科专家、护理专家进行授课，内容涵盖肿

瘤疾病最新诊疗进展、化疗药物不良反应处理、临终关

怀等方面，每月至少开展2次集中培训[1]。（2）开展技
能培训与考核，针对肿瘤科常用护理操作技能，如PICC
置管维护、静脉输液、疼痛评估等，制定详细的操作标

准与流程，定期进行模拟操作演练与考核，确保每位护

理人员熟练掌握并能规范操作，每季度进行1次全院性技
能考核。（3）加强沟通技巧培训，鉴于肿瘤科患者及家
属心理压力大，组织护理人员参加沟通技巧培训课程，

学习如何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如何倾听他们的

诉求并给予恰当的心理支持，每两个月开展1次沟通技
巧培训。（4）护理工作流程精细化：优化患者入院接
待流程，在患者入院时，由专门的护理人员负责接待，

详细介绍医院环境、科室规章制度、主管医生与责任护

士等信息，同时进行初步的病情评估，确保患者能快速

适应住院环境，入院接待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完善
化疗护理流程，针对化疗患者，从化疗前的准备工作、

化疗中的监护到化疗后的护理，制定详细且标准化的流

程，确保化疗过程安全、有序进行。规范护理文书书写

流程，明确护理文书的书写内容、格式、时间要求等，

定期组织护理文书书写质量检查，确保护理文书记录准

确、完整、及时，减少因护理文书书写不规范导致的医

疗纠纷隐患 [2]。（5）护理质量监督精细化：建立三级
护理质量监督体系，由护士长、护理组长、责任护士组

成，定期对护理工作质量进行检查与评估。护士长每周

进行1次全面护理质量检查，护理组长每3天进行1次重点
区域与环节检查，责任护士每日进行自我护理工作质量

自查。制定详细的护理质量考核标准，涵盖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护理文书、患者满意度等多个方面，根据考

核结果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的奖惩，激励护理人员不断

提高护理质量；设立护理质量反馈机制，及时收集患者

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以及护理人员在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定期召开护理质量分析会，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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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到位。

1.4  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采用自制的护理质量评分量表进行评

价，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护理、护理文书、病房管理等

方面，总分100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理质量越高。于干预
前及干预6个月后进行测评。
护理满意度：在患者出院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收集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分为非常满

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计算

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护理人员考核成绩：包括专业知识考核成绩和技能

操作考核成绩，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6个月后进行考核，
各项考核满分均为100分[3]。

护理不良事件：记录两组护理人员在干预期间发生

的护理不良事件，如护理差错、患者跌倒、坠床、压疮

等，计算不良事件发生率（不良事件发生例数/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

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表1��两组护理人员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干预前评分 干预后评分 t值 P值
研究组 无显著差异（P > 0.05） 88.5±3.2 9.25  < 0.05

对照组 无显著差异（P > 0.05） - - -

干预前，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6个月后，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有
所提高，且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88.5±3.2）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82.3±2.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9.25，P 
< 0.05）。

2.2  两组护理人员考核成绩比较
干预前，两组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考核成绩和技能

操作考核成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6个
月后，两组护理人员的两项考核成绩均较干预前有所提

高，且研究组专业知识考核成绩（92.5±2.5）分、技能操
作考核成绩（90.8±2.2）分均高于对照组专业知识考核成
绩（86.3±3.0）分、技能操作考核成绩（84.7±2.6）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专业知识 = 8.87，P < 0.05；t技能操
作 = 9.02，P < 0.05）。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94.1%（32/34），对照组护理满
意度为82.4%（28/34），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4.56，P < 0.05）。

表2��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护理满意度（人数/总人数） χ2值 P值
研究组 32/34（94.1%） 4.56  < 0.05

对照组 28/34（82.4%） - -

2.4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9%（1/34），对照

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1.8%（4/34），研究组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4.02，P < 0.05）。

表3��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别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人数/总人数）

χ2值 P值

研究组 1/34（2.9%） 4.02  < 0.05

对照组 4/34（11.8%） - -

3��讨论

3.1  精细化护理提升护理质量
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精细化培训，使其在专业知

识、技能操作以及沟通技巧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能够

更加准确、规范地开展护理工作。同时，精细化的工作

流程和质量监督机制，确保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

章可循、有据可查，有效减少护理差错的发生，从而整

体提升护理质量。在本研究中，干预6个月后研究组的护
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充分证明精细化护理在提

升护理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4]。

3.2  精细化护理提高护理人员考核成绩
精细化培训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护

理人员在不断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专业知识储备更加丰

富，技能操作更加熟练。另外，考核机制的精细化也促

使护理人员更加重视自身的学习和提高，积极参与培训

和考核活动。因此，研究组护理人员在干预后的专业知

识考核成绩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说明精

细化护理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考核成绩。

3.3  精细化护理增加护理满意度
精细化护理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入院到出院

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精心照料和关怀。护理人员通过良

好的沟通技巧与患者及家属建立起信任关系，能够及时

了解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舒适的

护理服务[5]。这种全方位、个性化的护理模式得到了患者

及家属的认可，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本研究中研究组

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也证实了这一点。

3.4  精细化护理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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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的护理工作流程规范了护理人员的操作行

为，减少了因操作不规范、流程不熟悉等原因导致的护

理不良事件。同时，质量监督体系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

护理工作中的潜在问题，将不良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表明精细化护理在预防护理不良事件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结束语

本研究表明，精细化护理在肿瘤科护理管理中具有

显著的应用效果。通过实施精细化护理，不仅有效提升

护理质量和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还显著提高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精细化护理以

其细致入微的管理理念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流程，为肿瘤

科护理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为肿瘤患者提供更加安全、

舒适、高效的护理服务。未来，应继续深化精细化护理

的应用，不断优化护理管理流程，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护理服务，推动肿瘤科护理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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