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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医院卫生管理中人性化管理的价值

张千全�*� 吴�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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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在医院卫生管理中应用人性化管理后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年��月—����年��月于我

院聘用并工作两年以上的��名医务人员，采用随机数字表分组的方法将医务人员分成两组，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卫生

管理，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人性化管理，比较各项指标。结果：实验组的医务人员不论是对卫生管理制度的

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以及人际关系的平均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结论：在医院卫生管理中，落实应用人性化管理能够提

高医务人员对卫生管理制度的满意程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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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下不断提升的医疗水平，人们对于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要求也逐渐提升。在医院卫生中，人性化管理模式属于

近几年较为广泛使用的新型管理模式，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医护之间、医患之间的无障碍交流，从而提高

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在医院卫生管理过程中，不仅要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必要的急救治疗，还要关注

患者的心理变化，通过安抚患者情绪，保障护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压力>��。因此，

采取有效的卫生管理制度缓解医务人员的压力是十分必要的，此次研究分析了针对医院卫生管理，应用人性化管理模

式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二、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年��月—����年��月于我院聘用并工作两年以上的��名医务人员。纳入标准为在我院工作两年以上有着

丰富工作经验，并且身体健康，积极向上的医务人员。采用随机数字表分组的方法将医务人员分成两组，分别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每组均为��名。对照组医务人员年龄为��a��岁，平均年龄（����������）岁，男性医务人员��名，女性

医务人员��名；实验组医务人员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男性医务人员��名，女性医务人员��名。

比较两组医务人员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学历、工作经验等信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进行对比

分析。

（二）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卫生管理，采取刚性排班制，并且工作中为根据医务人员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对应计划与

安排。

���实验组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人性化管理模式，主要包括营造良好的人文工作环境，强化人性化管理制度，强

化心理护理等。

（三）观察指标

观察实行不同卫生管理制度后，医务人员对管理制度的感受。主要通过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让医务人员对卫生管

理制度的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以及人际关系进行评分，分为满意、不满意两个选项，满意度越高则说明该项制度实际

应用价值越高。并对护理过的患者进行满意度反馈调查，同样分为满意、不满意两个选项，满意度越高则说明该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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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际应用价值越高。

（四）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6366����系统软件，将获得的医务人员资料信息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并用�检验；计

数资料用（�，％）表示，并用卡方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医务人员满意程度对比

实验组的医务人员不论是对卫生管理制度的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以及人际关系

（������％）都是高于对照组的，并且比较平均满意度发现，实验组医务人员为（�����％）高于对照组医务人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如表�所示。

表1�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分]

组别 �
工作环境 薪资待遇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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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组医务人员相关事件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医疗物品完备共��例，护理差错事件发生�例，术后切口感染�例，实验组分别是��例、�例、�例。实验组

的医疗物品完备率������％高于对照组�����％，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以及术后切口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

�����％和����％，（��������）。具体数据如表�所示。

表2�相关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医疗物品完备率 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 术后切口感染率

对照组 ��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 ������

（三）两组医务人员护理满意度反馈对比

对照组满意反馈��例，不满意反馈�例，实验组分别为��例、�例。计算发现，实验组的总满意率比对照组高，

（��������），具体数据如表�所示。

表3�两组医务人员护理满意程度反馈（％）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程度

对照组 ��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 ������

四、讨论

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随着国民经济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正在不断提高，并且人们开始关注医疗质量之外的事

情，例如医院的管理水平以及服务水平。近几年，我国医患事故不断发生，医疗安全事件也时有出现，人们越来越重

视医疗机构的护理质量以及医疗质量，并且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也十分重视。所以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卫生管理，

采取相关制度是不容忽视的>��。

在以往的医院卫生管理中，采取常规卫生管理制度作为一种导向进行的卫生管理制度多是以引导医务人员完成个

人的实际工作为主要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医务人员的目标时常模糊不清，缺乏清晰的医疗和护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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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在护理过程中差错事件时有发生，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不高>��。老旧的卫生管理制度常常流于形式，只做

表面工作，医务人员缺乏积极性和工作意识。随着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老旧的管理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人们的

需求。

近几年逐渐兴起的新型卫生管理制度就是人性化管理，该模式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积极为工作人员提

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制定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并且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工作，以达到医护人员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有效沟

通，提高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效率。通过实施人性化卫生管理制度以来，医务人员对工作环境以及薪资待遇的

满意程度得到了有效提升，并且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积极性和工作意识得到有效提高。人性化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

下几方面。

（一）营造舒适的人文工作环境

患者的有效康复离不开舒适的环境，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舒适的人文工作环境也是同样重要的。在一个舒适的工

作环境中，不仅医务人员的不良心理情绪能够得到改善，积极缓解心理压力，还能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意

识得到有效提高。所以医院通过配备专门的休息室，并配置沙发，空调，饮水机等基础设施，摆放合理的绿色植物。

定期打扫休息室，这样一来，医务人员的工作之余也能够及时放松身心，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下一次工作中>��。

（二）采取弹性排班制

为了强化人性化管理制度，就需要采取弹性排班制。通过结合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工作经验，以新老搭配的

方式有效分配，不仅能够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护理满意度和治疗质量。

（三）定期心理管理

对于患者来说，心理辅导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医务人员来说，也需要进行定期的心理管理。通过对医务人员的

心理状态进行定期评估，及时缓解心理压力，保障其正常工作和生活>��。医院中事务繁忙，特别是像急诊科一类的科

室，工作压力大，休息时间少，很容易积攒压力导致身心疲惫，一旦一个医务人员倒下，整个科室的正常工作就无法

保证，所以即使的缓解医务人员的工作以及生活方面的困扰是很有必要的，每个科室配备专门的心理辅导师，为医务

人员排忧解难，降低其心理压力，从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下一次工作中。

（四）强化专业技能培训

医院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专业技能的培训并邀请专家开展讲座，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掌握水平以及专业技能水

平，以此来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的治疗水平以及护理质量，提升患者的满意度，缓解医患关系，保障治疗的顺利进

行，同时也能够保障医务人员的自身安全>��。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医务人员不论是对卫生管理制度的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以及

人际关系（������％）都是高于对照组的，并且平均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医疗物品完备率

������％高于对照组�����％，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以及术后切口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和����％。

实验组的总满意率为������％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医院卫生管理中采取人性化管理模式可以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同时对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有

明显地改善作用。因此，人性化卫生管理模式在医院卫生管理中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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