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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产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刘�川
重庆市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庆�400010

摘�要：目的：探讨在产科护理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期间精细化管理方式的应用效果。方法：此次研究中，研究对

象共包括70例产科患者；均在2020年2月~2023年11月随机抽选自我院；所有患者均以投掷硬币法作为依据展开对应分
组；分组后，对于两个管理小组分别采用不同方式展开安全管理；其中，实施常规管理的设为参照组；实施精细化管

理的设为研究组；组间比较两组产科患者的管理结果。结果：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缺陷发生情况、护理管理质量

评分、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护理管理总满意度，研究组均呈现出极为显著的优势（P < 0.05）。结论：临床在
给予产科护理安全管理期间，精细化管理方式的科学开展，能够确保系列护理缺陷发生率明显降低，并且可将护理管

理质量以及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显著提升，最终获得较高的护理管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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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科患者而言，其同其他科室患者展开比较，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科室患者在开展护理工作期

间，系列风险事故发生率以及系列问题发生率均呈现出

明显增加，此种情形下，不但导致护理风险事故的发生

率明显增加，而且使母婴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呈现出进一

步严重的特点[1]。所以具体在开展产科护理工作期间，需

要明确具体的护理重心，以将产科整体的护理质量、护

理安全性以及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确保规范性管理

措施可以获得有效建立，从而获得确切护理效果[2]。具体

在开展产科护理工作期间，护理安全性以及患者的护理

质量均会对医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护理安全

管理工作进行有效规范，可将产科整体护理管理水平显

著提升[3]。分析当前情况发现，通常表现出现相对紧张的

护患关系，所以需要通过高效的护理管理措施，以将整

体的服务质量提升，将患者的满意度显著提升[4]。此次研

究则进一步探讨在实施产科护理安全管理期间，精细化

管理方式的应用价值，具体展开下述的阐述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各组的一般资料见表1。

表1��各组的一般资料分析

组别 年龄（岁） 初产妇/经产妇
研究组（n = 35） 26~41（32.25±1.29） 20/15
参照组（n = 35） 27~40（32.29±1.31） 21/14

χ2/t 0.1287 0.0589
P 0.8980 0.8082

1.2  纳入标准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产科患者的基线资料均完整；②

所有产科患者可以全面配合开展此次研究，完成系列同意

书的认真签署；排除标准：①呈现出精神异常情况；②呈

现出重要脏器功能病变情况；③呈现出沟通障碍情况。

1.3  方法
1.3.1  参照组
具体进行常规管理期间，主要集中于患者疾病的检

查指导工作、患者的心理照顾工作以及患者的出院随访

工作等方面。

1.3.2  研究组
在进行精细化管理期间，主要于以下几方面展开：

①对于医院内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各个小组的划分，对于

所有工作人员，除了原有岗制之外，需要合理添加人员

责任制，保证护理人员针对辖区患者在开展护理工作期

间，可以做到认真分类，可就患者的诊治情况以及具体

病情表现展开针对性分析。此外，需要安排专业人员展

开对应管理以及考核，确保病区内护士工作合格，确保

理论知识以及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可以做到显著提升；

②对于护士队伍的基本状况，科室管理人员需要做到综

合考虑，对于护理人员知识教学训练工作以及护理人员

作业技能工作均需要定期参加，从而将护理人员的专业

技能水平显著提升。对于病房护士风险意识教学工作需

要给予充分注重，以确保工作责任心获得显著提升。针

对新进护士，需要积极展开血压精准度培训工作，确保

其对患者的血压水平可以做到正确测定，将产妇症状评

估准确性显著提升，对于产妇子痫状况可以做到及早发

现。此外，对新进护士需要做好带教工作，期间以一对

一方式合理展开。并且需要定期做好对应考核工作，将

新成员的专业知识素养不断提升。在具体开展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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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需要保证护理人员同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充

分形成，对患者的疾病变化情况可以准确掌握，就系列

异常可以做到及时处理；③对于检查制度需要做到严格

实施，需要严格遵医嘱完成系列检查。在患者服药期

间，需要做好药品使用方法、药品名称以及药物应用剂

量等核对工作。并且在药物口服期间，也需要提出对应的

要求，需要避免出现漏服以及误服的情况。采用静脉药物

对患者实施静脉注射期间，则需要对输液速度给予严格限

制；④需要将病房的意外风险预防工作力度有效加强，对

于孕产妇在分娩后24h内，因为表现出过大的体能消耗，
则较易表现出坠床、摔倒等情况，对此护理人员就上述事

件需要给予充分预防。需要做好受压皮肤压疮预防操作，

就产后系列救护技能对产妇以及家属进行认真指导；⑤在

周末、交接班、夜间以及节假日等系列特定时间，护理人

员较易表现出精力松弛现象，对此管理者需要将护理人员

的责任心增强，就紧急管理预案制定工作需要积极开展；

⑥积极展开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同产科的实际工作情况加

以结合，合理完成对应规章制度的创建。通过规范产房护

理流程，将护理差错事件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此外，需要

积极展开安全管理意识培训工作，对其日常行为给予充分

指导，将产科的安全性明显提升，确保护理质量获得显

著提升。对于产科内医护人员的风险管理培训工作需要

积极开展，将危险事故预防意识显著提升。

1.4  观察指标
1.4.1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缺陷情况
主要从四方面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缺陷情况，主

要包括护理投诉发生率、引流管意外脱落发生率、护理文

书书写错误发生率、护理以及治疗操作遗漏发生率。

1.4.2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以及护
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

对于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质量，通过自制护理

管理质量调查问卷对患者发放展开对应调查，分值评定

最低为0分，最高为100分，结果同护理管理质量具有正
比关系。对于职业认同感，同样以问卷调查方式展开，

获得的分值同护理职业的职业认同感具有正比关系。

1.4.3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总满意度
利用自制护理管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定两组产科患

者的护理管理满意度，其中极为满意的评分最低为80
分，最高分为100分；较为满意的评分最低为60分，最高
分为79分；不满意的评分最低为0分，最高分为59分。

1.5  统计学方法
纳入本文研究临床资料经由SPSS24.0统计学软件处

理，计数资料予以率（%）的形式表达，应用χ2检验完

成，计量资料予以 的形式表达，应用t检验完成，仅
有检测数值P < 0.05时证明两组患者之间具有显著对比差
异，存在统计学研究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缺陷情况
临床统计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投诉发生率、引流管

意外脱落发生率、护理文书书写错误发生率、护理以及

治疗操作遗漏发生率，相较于参照组的研究组统计结果

数值更低（P < 0.05）。（见表2）

表2��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缺陷情况[n(%)]
组别 护理投诉 引流管意外脱落 护理文书书写错误 护理以及治疗操作遗漏 总计

研究组（n = 35） 0（0.00） 0（0.00） 0（0.00） 1（2.86） 1（2.86）
参照组（n = 35） 2（5.71） 1（2.86） 2（5.71） 3（8.57） 8（22.86）

χ2 4.5902
P 0.0321

2.2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
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人

员职业认同感评分，相较于参照组的研究组统计结果数

值更高（P < 0.05）。（见表3）

表3��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分， ）

组别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

研究组（n = 35） 90.25±2.25 91.33±3.25
参照组（n = 35） 80.13±2.11 81.75±2.25

t 19.4097 14.3380
P 0.0000 0.0000

2.3  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总满意度
对比两组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总满意度，相较于参

照组的研究组统计结果数值更高（P < 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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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对比两个管理小组的护理管理总满意度[n(%)]
极为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组别 总满意

20（57.14） 14（40.00） 1（2.86） 研究组（n = 35） 34（97.14）
12（34.29） 15（42.86） 8（22.86） 参照组（n = 35） 27（77.14）

χ2 6.2477
P 0.0124

3��讨论

对于医院而言，其呈现出的特殊性较为明显，尤其

医院产科作为重要科室，表现出的价值明显[5]。其作为医

院关键区域，其对于母婴安全能够做出保障，可将孕产

死亡率进行一定程度的降低。所以为了对产科护理工作

质量做出保证，需要积极展开健康管理，将医护人员的

错误事故发生率显著降低，确保良好护患关系可以充分

形成，将医护人员的安全性风险防范意识以及健康管理

工作能力显著提升，确保医护人员的错误事故发生率获

得明显降低[6]。

具体在进行产科护理安全管理工作期间，需要对管

理工作的精细化做出充分保证[7]。通过精细化管理工作

的科学开展，可有效完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能够定期

做好对应调整工作，从而将护理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显著

降低。通过此种方式，可结合产科护理工作期间的系列

需求，将工作流程进行明确规范，对系列工作给予充分

协调，能够于细节着手，有效控制系列不安全事件的发

生，从而将护理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具

体开展过程中，可通过训练医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

而将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将管理问题的发生

显著减少，通过持续调整以及改进，可对产房管理项目

的安全性做出保证，将管理满意程度显著提升。从而将

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确保良好的医疗形象可

以充分树立，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最终充分做到以人

文关怀为核心，对患者给予高质量服务，对管理的全面

性以及严格性做出保证，对精细化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推

进做出保证，并凸显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开展价值。

综上所述，临床在给予产科护理安全管理期间，精

细化管理方式的科学开展，能够确保系列护理缺陷发生

率明显降低，并且可将护理管理质量以及护理人员职业

认同感显著提升，最终获得较高的护理管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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