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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刘 阳 邢晓丹 岳红梅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0

摘 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我院
普外科接诊的94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应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47例）和应用优质护理
的观察组（47例）。对比两组患者的康复效果、护理满意度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患者康复效果优于参
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参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优质护理管理
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护理满意度，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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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普外科的临床护理中，提升护理质量对患

者的康复至关重要。随着医疗理念的不断发展，优质护

理管理模式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优质护理管

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对比常规护理

与优质护理，分析其在康复效果、护理满意度及不良事

件发生率等方面的差异，期望为普外科护理管理提供更

有效的方法，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促进患者的康

复进程，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均来自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我院普

外科接诊的94例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普外科疾病诊断
标准；②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合并其他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不全等；②

存在精神障碍或沟通障碍，无法配合护理。根据实施护理

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平均分为应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以及

应用优质护理的观察组，两组各47例。其中参照组中男性
与女性患者例数之比为26:21，年龄最小者24岁，最大者
73岁，平均年龄为（47.2±9.6）岁。观察组中男性与女性
患者例数之比为24:23，年龄最小者23岁，最大者71岁，
平均年龄为（46.7±9.1）岁。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对
比差异不显著（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参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旨在为患者提供基本的医疗

护理保障。在病情观察方面，护理人员进行严密的监

测。每隔一段时间（如每小时）就会检查患者的生命体

征，包括体温、脉搏、呼吸频率和血压等，并详细记录

在护理记录单上。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通

过与患者交流、观察其反应能力等方式，判断患者是否

意识清晰。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异常或意识状态改变，立

即报告医生，以便及时采取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措施；

基础护理是保障患者舒适和健康的重要环节[1]。在口腔

护理方面，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口腔情况，每天进行至

少两次口腔清洁。对于无法自主进行口腔清洁的患者，

使用口腔护理液进行擦拭或冲洗，以预防口腔感染和异

味。在皮肤护理上，定时为患者翻身、更换床单，保持

皮肤清洁干燥。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要特别注

意受压部位的皮肤状况，可使用气垫床等辅助设备减轻

局部压力，预防压疮的发生；用药指导也是常规护理的

重要内容。护理人员严格按照医嘱给予患者治疗药物，

仔细核对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和用药时间，确保准

确无误。在给药过程中，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是否出现

过敏、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2]。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

患者，提醒其按时服药，并定期复查相关指标，如肝功

能、肾功能等，以监测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以进一

步提高护理质量，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心理护理：普外科患者常常因疾病带来的疼痛和不

适而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不仅会影响

患者的治疗效果，还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因此，心理护

理至关重要。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每天

安排专门的时间与患者交谈，了解其心理状态。通过耐

心倾听患者的诉说，护理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担

忧和恐惧，并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安慰。例如，对

于因担心手术效果而焦虑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向其讲

解疾病的治疗过程和成功案例，让患者了解到疾病是可

以治愈的，增强其治疗信心[3]。

疼痛护理：疼痛是普外科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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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患者的舒适度和康复进程。对于疼痛明显的患

者，护理人员首先进行疼痛程度的评估，采用疼痛评估

量表（如数字评分法、面部表情评分法等），准确了解

患者的疼痛程度。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适当的疼痛缓解

措施。如果患者的疼痛较轻，可以通过调整体位、按摩

等非药物方法来减轻疼痛感。例如，对于手术后的患

者，护理人员可以帮助其调整到舒适的体位，减少伤口

的张力，缓解疼痛。对于疼痛较为严重的患者，则给予

止痛药。护理人员严格按照医嘱给予止痛药，并密切观

察患者用药后的反应，确保药物的安全有效。

康复训练：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

化的康复训练计划，以促进患者身体机能的恢复。在肢

体功能训练方面，对于手术后的患者，护理人员会在患

者病情稳定后，尽早开始肢体功能训练。首先进行被动

运动，如按摩、屈伸关节等，帮助患者恢复肌肉力量和

关节活动度。随着患者的恢复，逐渐过渡到主动运动，

如站立、行走等。在呼吸功能训练方面，对于胸部或腹

部手术的患者，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有效

咳嗽等训练，以预防肺部并发症的发生。康复训练由专

业的康复治疗师指导，护理人员协助进行，并根据患者

的恢复情况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饮食护理：合理的饮食对于普外科患者的康复至关

重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饮食

计划。在制定饮食计划时，护理人员会考虑患者的疾病

类型、手术方式、身体状况等因素。例如，对于胃肠道

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初期可能需要禁食，待肠道功能恢

复后，逐渐给予流质、半流质饮食，最后过渡到普通饮

食。护理人员会详细指导患者合理搭配饮食，保证营养

均衡。例如，增加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以

促进伤口愈合和身体恢复；护理人员还会提醒患者注意

饮食卫生，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以免影

响伤口愈合和胃肠道功能[4]。

1.3  观察指标
（1）康复效果：通过评估患者的身体机能恢复情

况、疼痛程度等指标来评价康复效果。（2）护理满意
度：采用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进行评估。问卷内容包括护理态度、护理技

术、护理效果等方面，总分100分。评分 ≥ 90分为非常
满意，70-89分为满意， < 70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 （非
常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100%。（3）不良事
件发生率：记录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如跌

倒、压疮、感染等，并计算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 检验。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结果

2.1  康复效果比较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身体机能恢复情况优于

参照组，疼痛程度也低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一：康复效果比较

分组 身体机能恢复情况 疼痛程度

观察组 优 低

参照组 较差 较高

差异比较（P值） P < 0.05 P < 0.05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5.74%（45/47），高

于参照组的80.85%（38/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二：护理满意度比较

分组 非常满意例数 满意例数 不满意例数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23 22 2 95.74%

参照组 18 20 9 80.85%
差异比较
（P值）

P < 0.05 - - -

2.3  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少于参照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也低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三：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分组
发生不良事
件例数

总例数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2 47 4.26%

参照组 8 47 17.02%

差异比较（P值） P < 0.05 - -

3��讨论

3.1  优质护理管理对康复效果的促进作用
优质护理管理通过实施心理护理、疼痛护理、康复

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护

理服务。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身体机能恢复

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观察组身体机能恢复情况平均评

分为92±4，参照组为82±5，P < 0.05）[5]。这一数据充

分说明了优质护理管理在促进患者身体机能恢复方面

的显著效果。同时，在疼痛程度方面，观察组患者的平

均疼痛评分（1.8±0.9）显著低于参照组（4.5±1.6，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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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进一步证实了优质护理管理在减轻患者疼痛感受
方面的有效性。

3.2  优质护理管理对护理满意度的提升作用
优质护理管理强调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患者的需求

和体验。护理人员通过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状

态和需求，并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这种人性化的护

理服务不仅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还增强患者对护理人

员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高达95.74%（45/47），显著高于参照组的
80.85%（38/47），P < 0.05。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优质护理
管理能够显著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提升患者

的就医体验。

3.3  优质护理管理对不良事件发生率的降低作用
优质护理管理通过加强病情观察、基础护理和用药

指导等措施，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的异常情况，从

而有效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在住院期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4.26%（2/47），
显著低于参照组的17.02%（8/47），P < 0.05。这一数据
充分说明优质护理管理在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的显

著效果，进一步保障患者的安全[6]。

结束语

本研究表明，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成

效显著。通过心理护理、疼痛护理、康复训练等多方面

的综合措施，提升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护理满意度，降低

了不良事件发生率。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

样本量相对较小等。未来，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深

入探索更完善的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同时，加强护理人

员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为普外科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推动普外科护理管理不

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双,姚桂林.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
的应用效果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24,21(7):118-121.
DOI:10.16659/j.cnki.1672-5654.2024.07.118.

[2 ]宋玲 ,王侠 ,王秀 .优质护理管理与护士分级管
理结合在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观察 [ J ] .中国卫生产
业.2023,20(16).DOI:10.16659/j.cnki.1672-5654.2023. 
16.008.

[3]赵栋盈,刘颖.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
效果观察及满意度分析[J].科学养生,2022,25(19):254-256.
DOI:10.3969/j.issn.1672-9714.2022.19.034.

[ 4 ]韩培华 .优质护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效果观察研究[J].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20(22):402.
DOI:10.12253/j.issn.2096-3661.2020.22.401.

[5]祝玉兰.优质护理在普外科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
察[J].现代养生,2021,21(18):134-136.

[6]黄星青,王雪华.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运用人性化护
理的方式以及应用效果分析[J].中国医药科学,2020,10(22): 
127-129+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