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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层级护理管理模式在普外科的应用。方法：选取2018年6月~2019年6月和2019年6月~2020
年6月期间的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时间，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察组使

用层级护理管理模式，观察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护理质量四个方面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满意度为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4%，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层级护理管理模式能够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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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general sur-
gery department. Methods: 100 patient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 and June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tim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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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Results: The scores in four aspects of nursing qua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4%),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Hierarchic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can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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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外科是临床一线科室，主要收治患有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以及胰腺脾脏疾病的患者，主要使

用的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普外科具有患者数量多、病种多、病情复杂、病情危急的特点，因此，普

外科的护理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日常护理工作中，由于工作压力过大，任务繁重，经常会

引起不良事件的发生，损害患者及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1]。目前传统的护理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临床，

为了进一步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亟需新的护理管理模式

[2]。层级护理管理模式是国外卫生机构以“护理人员能级进阶模式”为主线逐渐提出的。美国护理学

专家 Creighton 在 1964 年提出了护理层级概念并在美国本土推行，美国学者 Zimmer 在 1972 年进一步

提出层级管理概念，并逐渐在美国推广，后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推广应用。我国于 2011 年起逐渐

开始试点并开始建立层级护理管理模式[3]。本研究即探讨层级护理管理模式在普外科的应用，具体如

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以未实施层级护理管理模式前(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护理的患者作为对照组，以实施了层级护

理管理模式后(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护理的患者作为观察组，以普外科内 12 名护理人员作为干预对

象，护理人员均为女性，主管护师 3 名，护师 9 名，平均年龄(34.77 ± 5.24)岁，平均工作年限(8.75 ± 2.52)
年，两组均对 100 例普外科患者进行护理，患者纳入标准：1) 18 岁以上；2) 有手术指征；3) 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 神志异常不能配合研究；2) 合并其他重大疾病。对照组患者男 58 例，女 42
例，平均年龄(45.19 ± 11.08)岁，观察组患者男 59 例，女 41 例，平均年龄(45.27 ± 10.96)岁[4]。层级护理

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的护理人员均为同一批人，两组患者之间的一般资料之间比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可以比较。本研究已经伦理委员会审批。 

2.2. 干预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护理模式进行日常护理工作。观察组采用层级护理管理模式，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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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建层级护理管理结构，依据行政职务、职称、工作年限综合考虑，将科室护理人员进行分层，第

一层由护士长担任。第二层为护理小组组长，担任的资格为主管护师以上的职称，工作年限在 10 年以

上，第三层由其他护理人员进行担任，但需有 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5]。2) 为各层级分配任务以及职责

范围，第一层护理管理人员对整个科室的护理工作进行协调，与医院其他部门沟通，指导护士的日常

护理工作，协助护士制定护理方案。第二层护理人员对于第三层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具有直接监督责

任，在完成自身护理任务的同时，在第三层护理人员出现护理差错时，要及时制止以及上报，对护理

质量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并反映问题。第三层护理人员对具体的护理工作进行实施，协助第一、第二

层护理管理人员进行护理质量的控制。3) 对层级护理管理小组的护理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包括护理风

险评估与总结，护理基础技能培训等。4) 每周召开科内的护理大会，对上周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不断提升护理质量[6]。 

2.3. 观察指标 

1) 观察两组护理质量情况，主要内容包括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健康宣教以及护理安全四个方面，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每个方面 0~100 分，分值越高提示护理质量越高。本问卷经过信度与效度评价，

信度为 0.847，效度为 0.824，信度与效度均符合要求[7]。2) 观察两组产妇对护理满意度的评价，满意度 
= (十分满意 + 满意)/总例数 × 100%。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 ± 标准差)表示，进行 t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

采用 χ2 分析，P < 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8]。 

3. 结果 

3.1. 护理质量情况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得分情况进行了统计与比较，数据采用 t 检验，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nursing quality ( X S± ) 
表 1. 护理质量情况比较( X S± ) 

分组 n 基础护理 技术操作 健康宣教 护理安全 

对照组 100 67.24 ± 11.16 69.18 ± 12.68 66.87 ± 10.87 71.28 ± 13.26 

观察组 100 86.23 ± 13.38 91.27 ± 15.24 84.87 ± 9.66 92.28 ± 15.39 

t  12.374 11.688 11.732 13.647 

P  0.000 0.000 0.000 0.000 

 
由上表 1 的统计数据可知，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在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健康宣教以

及护理安全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00 < 0.01，观察组患者在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健康宣教以及

护理安全等各维度的护理质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通过层级管理模式显著提高了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 

3.2. 护理满意度 

对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数据进行了 χ2 分析，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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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 

分组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100 14 70 16 84% 

观察组 100 50 48 2 98% 

χ2   4.592 

P   0.008 

 
由上表 2 的统计数据可知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

著高于对照组 P = 0.008 < 0.01。通过层级管理模式显著提高了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4.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就医过程中的体验较前更加重视，不仅要求疾病能够治愈，同时要

求就医过程中有个平和的心情。护理人员作为医疗实践的主要实施者，工作中需要直接面对患者及家属，

这就要求护理人员要不断提升护理质量，以满足患者的就医体验预期[9]。普外科患者多数是进行手术治

疗，对患者心理和身体都存在一定的损害，在日常护理工作中需要十分谨慎，合理的护理管理模式能够

合理分配人力资源，提升护理质量，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层级护理管理模式是一种现代化的护理管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将所有护理人员纳入进行合理的

安排与分工，每个护理人员各司其职，每位护理人员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10]。本研究采用层级护理管理

模式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健康宣教以及护理安全四个方面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满意度为 9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究其原因，本研究采用的层级护理管理模式能够将护理人员进行合理安排，每个护理

人员有自己的责任范围，因此具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护理人员具有更强的上进心，同时质量控制会议

能够不断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可以不断吸取经验，提升护理质量[11]。 
但本研究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对各个病种进行细分，不同病种的患者护理难度不一样，对病

种进行细分能够将护理措施更加细化，对于护理质量的提升也有者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层级护理管理模式能够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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