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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儿科优质护理中合理人员配置与动态岗位管理联合应用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1
年4月儿科护理人员40名，按照管理时期分组，2020年1月~6月合理配置人员优质护理，资料归为A组；

2020年10月~2021年4月在A组基础上实施动态岗位管理，资料设为B组。回顾分析两个时期资料，比

较护理质量、护理压力评价和家属满意度。结果：护理质量比较，A组[(99.57 ± 0.39)分]高于B组[(82.07 
± 2.26)分] (P < 0.05)；护理压力比较，A组[(4.17 ± 1.22)分]轻于B组[(8.71 ± 0.21)分] (P < 0.05)；满

意度比较，A组[95.00% (95/100)]优于B组[78.00% (78/100)] (P < 0.05)。结论：动态岗位管理实施

后儿科护理质量提升，家长满意度更高，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缓解，增强了优质护理和人员合理配置的应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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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staffing and dynamic post 
management in pediatric high-quality nursing. Methods: 40 pediatric nursing staff from January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pe-
riod.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0,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taff was 
made; from October 2020 to April 2021, dynamic post manage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group A, and the data will be set as group B. The data of the two periods were retrospec-
tively analyzed,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nursing stress evalua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quality in group A [(99.57 ± 0.39)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82.07 ± 2.26) points] (P < 0.05); the nursing pressure of group A was [(4.17 ± 1.22) 
in group B [(8.71 ± 0.21) points]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group A [95.00%( 95/100)]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78.00% (78/100)] (P < 0.05). Conclus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post management, the quality of pediatric nursing is improved,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is higher, the work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is relieved,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reasonable staffing i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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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科接诊患者较特殊，许多患儿并无沟通能力，在就医过程中家长参与度较高，综合影响下护理难

度提升，护理人员压力较大。此种情况下，不仅护理人员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工作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导致服务质量降低[1]。本科室长期落实优质护理服务，重视护理人员合理配置，取得一定成效。持续优

化护理质量是儿科护理的基本要求，本科室自 2020 年 10 月起推行动态岗位管理进行护理管理，力求完

善服务。为探讨动态岗位管理的实用性价值，本文对 2020 年 1 月~2021 年 4 月 40 名儿科护理人员在不

同管理模式下服务水平进行对比分析，观察优质护理联合人员合理配置中动态岗位管理的应用影响。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4 月 40 名儿科护理人员，全部为女性，年龄(22~39)岁，平均(30.24 ± 6.79)
岁。学历分布：大专 16 名，本科 24 名。两个管理时期人员构成无显著变化，资料可予分析(P > 0.05)。 

纳入标准：① 儿科护士；② 持续在岗；③ 知情同意；④ 资料齐全。 
排除标准：① 转岗；② 离职；③ 外出学习；④ 妊娠哺乳期；⑤ 生活重大变化。 

2.2. 方法 

A 组采用常规管理模式，B 组附加动态岗位管理：1) 岗位分级：岗位分级为 A~D 4 级制度，A 岗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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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组长，负责监管协调辖区护理工作，进行月度总结；B 岗负责分管辖区器械物品，定期维护保养；C 岗

和 D 岗进行临床管理、执行医嘱等。基于原岗位安排和护士分级情况动态排班。2) 护士分级：从低至高分

为 N0~N4 级。N0 护士仅可安排 D 岗护理工作，N1 护士可从事 C、D 岗工作，N2 护士可从事 A~D 岗工作。

动态安排岗位。日常排班时，A 岗固定，B~D 岗 2 h 为一周期定时轮岗，床边护理交接，填写交接单。A
岗监督轮岗护士。动态管理中，调配原则为就低不就高，结合岗位时长、护士年资、病房实际护理压力等

实施动态调配。3) 动态管理：基于岗位工作培训 1 次/w，重点培训岗位职责和对应能力。三班制排班，每

天安排 1 组护士轮休，3 组护士在岗。以岗位职责为依据设定绩效考核系数，保证绩效公平。 

2.3. 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管理组从环境管理、护患沟通、专业操作、服务态度、工作流程 5 个维度评分，(0~20)
分/项，总分(0~100)分，护理执行质量越高得分越高。 

护理压力评价：从工作强度、人际关系、环境设备、专业技术、患儿护理 5 个方面调查护士压力感

受，护士主观评分，(0~2)分/项，无压力 0 分，轻度压力 1 分，重度压力 2 分。总分(0~10)分。 
家属满意度：护理质控组自制家属意见调查问卷，每组管理时期随机发放 100 份，统计满意度。评

分(0~100)制，分级标准为① (0~64)分，差；② (65~75)分，中；③ (76~85)分，良；④ (86~100)分，优。

满意度 = [③ + ④] ÷ (本组 n) × 100.00%。 

2.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4.0 分析儿科护理服务情况数据，计量资料(护理质量、护理压力评价)以“均数 ± 标准差

( x s±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家属满意度)以率(%)表示，x2检验，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质量 

A 组质量评分 < B 组(P < 0.05)。见表 1。 
 
Table 1. Quality score [( x s± ) points] 
表 1. 质量评分[( x s± )分] 

组别 A 组(常规管理模式) B 组(动态岗位管理) P 

n 40 40 - 

环境管理 16.12 ± 0.17 19.90 ± 0.07 <0.05 

护患沟通 16.20 ± 0.26 19.91 ± 0.06 <0.05 

专业操作 16.51 ± 0.15 19.87 ± 0.02 <0.05 

服务态度 16.44 ± 0.19 19.95 ± 0.04 <0.05 

工作流程 16.37 ± 0.16 19.94 ± 0.03 <0.05 

总分 82.07 ± 2.26 99.57 ± 0.39 <0.05 

3.2. 护理压力评价 

A 组压力评分 > B 组(P < 0.05)。见表 2。 

3.3. 家属满意度 

A 组满意度(78.00%) < B 组(95.00%) (P < 0.05)，A 组差评率(6.00%) > B 组(0.00%) (P < 0.05)，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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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ress score [( x s± ) points] 
表 2. 压力评分[( x s± )分] 

组别 A 组(常规管理模式) B 组(动态岗位管理) P 

n 40 40 - 

工作强度 1.75 ± 0.16 0.91 ± 0.03 <0.05 

人际关系 1.71 ± 0.14 0.87 ± 0.04 <0.05 

环境设备 1.68 ± 0.11 0.75 ± 0.03 <0.05 

专业技术 1.70 ± 0.09 0.81 ± 0.06 <0.05 

患儿护理 1.86 ± 0.06 0.83 ± 0.05 <0.05 

总分 8.71 ± 0.21 4.17 ± 1.22 <0.05 

 
Table 3. Survey results (n, %) 
表 3. 调查结果(n, %) 

组别 A 组(常规管理模式) B 组(动态岗位管理) P 

n 100 100 >0.05 

优 31 84  

良 47 11  

中 16 5  

差 6 0  

满意度 78.00 (78/100) 95.00 (95/100) <0.05 

差评率 6.00 (6/100) 0.00 (0/100) <0.05 

4. 讨论 

儿科护理因患者特殊性需要全面优化服务，以保证护理质量符合临床要求。传统管理多侧重护理技

能完善或强化追责管理，对提升护理水平的正向影响效用有限。经长期观察儿科护理工作，可见儿科护

理人员长期承受较大工作压力，此种压力来源于长期负责高强度或责任性岗位、技能培训维度单一等问

题。为避免压力分散不均或护士长期压力超负荷，儿科管理组结合既往实践经验、调查分析并联合管理

学、护理学、临床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搜寻循证依据后规划了动态岗位管理模式，希望通过动

态轮岗、岗位和人员科学分级等措施为临床护理人员减压，消除影响儿科优质护理质量的消极因素，促

进护理服务改善[2] [3]。 
动态岗位管理基础环节是护理分级和岗位细化。结合护士学历、年资、实际工作表现和学习能力等

因素，将护士分为不同能力等级，根据等级轮岗。护士工作能力评价中，护理基础理论、临床经验与技

能水平都是重要评价依据。岗位分级中，明确岗位职责，设定清晰的岗位目标，并配合严格的质控监管。

不同岗位其职责、目标和工作量、岗位数量不同，合理动态调配。对应岗位职责开展培训，制定考核措

施，保证护理能力适配于岗位要求。通过动态轮岗，科学配置人员，提升护理质量[4]。 
动态岗位管理的主要作用是缓解护士压力，促进科学排班，借助排班管理调整临床工作人员工作状

态。相关研究显示，工作压力缓解可减少护理纠纷，对护理人员身心健康有积极意义。儿科护患沟通难

度较之常规科室更高，家属因担心患儿健康易产生消极情绪，优质护理服务执行中，护士人员经过专业

培训，职业素养、工作模式得到提升，护患沟通更具策略性，对家属和患儿给予更多理解和专业支持。

但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可承受的身心压力并非毫无限度，一旦工作压力超过阈值，工作状态会受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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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易降低护理执行效率、执行质量，影响护患沟通等[5]。长期压力超负荷还存在心理失衡风险，

重度影响可能出现职业性抑郁、焦虑等。临床护理是精细度高的工作类型，尤其当患者是婴幼儿时，护

理质量关系着患儿生命健康，更应提高重视，力求消除消极因素，不仅从护士自身职业素养层面加以优

化，而且应客观认知管理模式的实际影响，完善管理模式[6]。 
较之常规管理，动态岗位管理更具科学性，也更具人性化。应用该模式后可使护理排班张弛有度，

全面提完善管理。岗位管理是医院基础管理，也是核心管理。护理工作中护士须完成指定任务，履行相

应职责，同时被赋予相应权力，权责一致。岗位管理模式革新的目的是加强科学管理，调动护士能动性，

激发积极性。传统管理侧重于身份管理，新型管理强调岗位管理。动态岗位管理中，全面分析岗位信息，

总结岗位目的与职责，分析对任职者的素质要求，厘清工作关系和权限等，探讨岗位风险因素和责任因

素，以此为依据调整岗位安排。在实施动态岗位管理时，应编制岗位说明书，详细描述岗位权责要求等，

管理人员、质控组和护士根据说明书进行工作安排，履行相应职责。岗位培训应重点突出，体现实效性。

落实管理后，应加强质控，及时改进缺陷。护士分级应执行定期考核、动态分级模式，根据实际表现升

级或降级[7]。 
本次研究中，B 组每单项评分超出 A 组同维度评分 20%左右，总评分较高，显示动态岗位管理后优

质护理服务质量升级，且此种服务完善覆盖护理工作全维度。 
护理压力直接影响工作状态[8]。相关研究显示，适当缓解工作压力可促进工作状态改善，本研究得

出一致性结论，本研究显示，分析组间变化，可知动态岗位管理后护理压力减轻，护士适应性较好。结

合护理质量数据，可见护理压力和护理质量呈负相关。 
家属满意度与儿科医疗服务口碑密切相关[9]。本研究中 B 组满意度为 95.00%，实现零差评；A 组满

意度 78.00%，差评率为 6.00%，组间差异明显。该数据表明动态岗位管理后优质护理服务期间护患关系

较融洽，配合度较高，患儿家属就医体验较好。 

5. 结论 

综上，在合理配置护理人员并实施优质护理期间联合应用动态岗位管理模式开展护理管理工作，可

有效降低护理压力，提高护理质量，优化患儿家属评价提高满意度，对儿科护理服务全面改善有显著的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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