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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护理管理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覃梦静   （陆川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广西玉林  537700）

摘要：目的　探究细节化护理管理干预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80例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

分别实施细节化护理管理和集中化护理管理，比较两组护理工作改善情况。结果　实验组护理管理各项内容评分和护理总满意率（95.0%）均高

于对照组（80.0%），不良事件和护理差错发生率（0%、2.5%）均低于对照组（5.0%、10.0%），比较差异显著（P ＜ 0.05）。结论　将细节化护

理管理应用到神经外科，能够提高护理管理整体水平和患者满意度，减少护理差错和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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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患者具有起病急、发展快、症状严重等特点，对临床治

疗和护理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就护理工作而言，神经外科服务对象

的特殊性决定了护理工作的复杂性，护理风险相对较高，必须引起足

够的重视。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7 年 3 月至 12 月神经外科收治的 80

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实施细节化护理管理干预，获益明显，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 2017 年 3 月～ 12 月收治神经外科患者 80 例，经影像学及

实验室检查并确诊，对于存在严重器质性病变、有精神病史和药物过

敏史的患者予以排除，均得到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并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实

验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分布为 40 ～ 77 岁，平均年龄为

（60.8±4.7）岁，合并疾病：高血压 25 例，糖尿病 11 例；对照组

男性17例，女性13例，年龄分布为41～75岁，平均年龄为（59.8±4.3）

岁，合并疾病：高血压 24 例，糖尿病 10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包

括一般情况和检查指标）对照较为均衡（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集中化护理管理，包括病情观察、健康宣教、围术期

监护等；实验组实施细节化护理管理，具体内容为：①护士管理。结

合神经外科护理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细节化护理管理干预方案，开展

系统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使其能够在护理管理

细节上重视自身言行，不断提高操作技能和交流技巧，严格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全面落实护理内容；树立细节护理理念，提高护理人员风

险意识和服务意识，能够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尽量满足患者需求，

将护理风险降至最低；加强标识管理，确保患者就医安全，实施弹性

排班制度，充分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护理人员之间的协同

性和整体护理水平。②患者管理。加强基础护理和心理干预，构建良

好的护患关系，根据患者病情和性格特点，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并

将相关工作扩至患者家属，稳定患者情绪，获得家属信任；治疗期间

全程监测生命体征和精神状态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根

据应急方案进行处理；护理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注意保护患者

隐私。③加强病区环境建设为了创建优质护理服务病房，护理人员应

该营造一个干净整洁、通风透气、舒适的病房环境，并根据患者个人

喜好、性格特点合理布置病房，合理安排患者作息时间，规范陪夜以

及探视制度，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护理与治疗。④构建和谐的

护患关系护理人员必须掌握良好的沟通技巧，以温和的态度与患者交

流。同时，加强与患者家属之间的联系，为患者争取得到家属理解与

支持，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护理。⑤加强护理风险教育加强护理风险

教育，将 " 关注细节 " 理念贯穿于整个护理管理过程中，及时处理出

现的护理风险。并针对常见的护理风险，落实急预案，进行神经外科

护理操作训练，确保抢救工作的成功进行，综合处理患者出现的各种

并发症。同时，每个病房建立图文并茂的健康教育宣传手册，做好相

关知识普及工作。⑥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根据神经科

室的需求及具体情况，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服务技能的培训与职业

道德教育，以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在细节护理管理过程中融

入护理目标、护理要求、护理理念等，并定期召开护士会议，针对出

现的护理问题，从而采取共同的护理方案。同时，要求护理人员认真

做好各项护理记录，避免出现护理差错等。⑦病情观察与用药管理神

经外科患者病情紧急，护理人员必须严格监控患者病情变化，防止患

者出现意外情况。在细节护理管理中，为患者建立药物治疗档案，为

患者讲解药物作用，指导患者做到按时、按量服药等。⑧做好细节化

护理的管理工作在细节化护理管理中，可定期抽查护理工作，引导护

士形成良好的细节意识，患者入院当天，护理人员应该热情介绍病房

的规章制度以及医务人员具体情况，以消除患者陌生感，构建良好的

护患关系。最终做好随访工作，将护理延伸到家庭之中。

1.3 评价指标

对护理管理各项内容进行评定，包括健康宣教、操作技能、沟通

能力、病房管理、服务态度和应急能力，均采用 10 分制。记录两组

不良事件和护理差错发生情况，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设

定满意、较满意和不满意 3种评价标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总满意率。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12.3 软件包整理所录数据，采用标准差（χ±s）表示评

分指标，行 t 检验，率（%）表示护理成效，行 χ2 检验，P ＜ 0.05 表

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分指标分析

实验组护理管理各项内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

＜ 0.05），见表 1。

表 1：两组护理管理各项内容评分比较（χ±s，分）

组别 健康宣教 操作技能 沟通能力 病房管理 服务态度 应急能力

对照组 9.2±0.9 9.1±0.5 8.9±0.9 9.5±1.3 9.4±0.8 8.9±0.9

实验组 7.9±0.9 8.6±0.9 8.0±0.9 8.5±1.2 8.1±0.9 7.8±1.1

t 1.235 1.201 1.304 1.125 1.147 1.164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2 护理成效分析

实验组不良事件和护理差错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护理总满意率

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 0.05），见表 2。

3 讨论

细节化护理是目前较为常用的一种护理安全管理模式，通过对护

理内容进行细化，对潜在护理风险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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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护理问题发生情况及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护理差错 不良事件
护理满意度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4（10.00） 2（5.00） 3（7.50） 29（72.50） 8（20.00）

实验组 1（2.50） 0（0） 10（25.00） 28（70.00） 2（5.00）

χ2 2.369 3.017 4.125 1.285 3.657

p ＜ 0.05 ＜ 0.05 ＜ 0.05

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为其提供更好地护理服务，使其护理

需求得到满足。本组研究中，实施细节化护理管理的实验组40例患者，

不良事件、护理差错发生率以及总满意率分别为 0%、2.5%、95.0%，

而实施集中化护理管理的对照组 40 例患者，不良事件、护理差错发

生率以及总满意率分别为5.0%、10.0%、80.0%，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

＜ 0.05），提示细节化护理管理能够降低神经外科护理风险，提高患

者护理满意度；护理管理内容评分显示，实验组病房管理、操作技能、

沟通能力等指标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细节化护理管理能够提高护

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而影响到护理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在神经外科护理管理中加强细节化护理干预，通过提

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进而提高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使护患方面均能从中获益，该护理方案的临

床应用价值值得肯定，建议在神经外科护理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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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衣原体、支原体、革兰氏阳性菌等病原微生物均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常用于病菌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治疗中，该药可阻碍病原微生物合成蛋

白质，进一步降低微生物活性，对支原体肺炎有较好的抑制效果。脂

溶性维生素主要指维生素 A、D、E、K 类，以上维生素可与脂肪或有

机溶剂相溶，但难以与水相溶。生物体对脂溶性维生素的利用度较高，

是维持人体自然代谢的营养素。有研究表明，支原体肺炎患者常缺乏

维生素 A、D 等，治疗过程中增添维生素支持，能够提升抗炎效果，

增强患者免疫力 [5]。为进一步改善支原体肺炎患儿的病情，笔者将阿

奇霉素与脂溶性维生素联合应用于患儿的治疗中，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研究发现，治疗组疗效更突出（97.78%>82.22%），且肺功能改

善幅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综上，在应用阿奇霉素的同时予以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脂溶性维

生素治疗，患儿的康复效果较优，肺功能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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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的前提条件下通过鼻饲护理、呼吸机护理和肠胃引流以及口

腔护理、营养护理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护理，减少呼吸机相关肺炎的

发生概率，缩短患儿的住院时间以及机械通气的时间。我院在关于集

束化护理干预措施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

观点。

综上所述，给予新生儿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有利于降低患儿的机

械通气时间，减少患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概率，提高患儿家属对

护理的满意度，在临床治疗中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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