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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工作是临床中的重要缓解，同时也是一个循环往复、

无缝衔接的工作，精准的护理交班是确保对患者护理质量与

护理安全的重要保障，是保障护理工作整体性、连续性及安

全性的重要缓解 [1]。标准化沟通模式主要包含了身份识别、

现状、背景、评估、建议等五个重要项目，也是医护人员对

患者基本资料、病情进行详细记录，帮助医护人员对患者信

息梳理的标准沟通模式。研究中指出 [2]，这种模式能够有效

增加对患者交流中的信息交换，促进对患者护理工作能够安

全有效开展。研究中认为 [3]，由于危重症患者存在病情多变、

突发因素较多、风险较高等特点，因而做好对危重症患者的

护理交班工作能够有效对护理中存在的差错与事故进行预防，

确保对患者护理质量与安全性 [4]。现做出如下分析。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 2021 年 1 月—2021 年 6 月未实施标准化沟通模式护

理人员 30 例为对照组，再选取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12 月

实施标准化沟通模式护理人员 30 例为观察组。观察组年龄

20~41 岁，平均年龄（28.19±3.27）岁，工作年龄 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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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作年限（7.63±2.75）年；对照组年龄 21~42 岁，平均

年龄 2~14 年，平均工作年限（8.05±3.19）年。两组对比， 

（P ＞ 0.05），有可比性。

2.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交接班。护理人员提前 15min 到岗，并

对抢救药品、设备进行查看，随后进行床旁交接班工作。

观察组实施标准化沟通模式交接班。

①建立规范的沟通模板：护理工作者通过对现有标准规

范化沟通模式进行学习，并在原有交班制度基础上，结合科

室相关特点，采用品管圈理念，制定符合科室实际情况的标

准化交接班沟通模板，做到交接班中的有效沟通。ISBAR 沟

通模式是常用的标准化沟通模式，主要包含关于身份的辨识

(recognize)、现状 (present situation)、背景 (background)、评

估 (assessment)、建议 (suggestion)。I 患者的床位号、姓名、

年龄、诊断；S：患者经治疗后的病情变化情况，例如好转、

平稳、恶化；B：患者对疾病的主诉、用药情况、手术治疗情况、

特殊治疗及检验结果等；A：评价患者经治疗后近期生命体征、

疼痛状况、心理状况及检查结果等；R：针对患者评估内容及

患者病情现状，给予患者针对性的护理建议，并对安全风险

的预防对策建议。标准化沟通模式要求护理人员对患者病情、

既往史、病情情况的评估进行的判断、护理的方法等进行对

接，并帮助护理人员在对接过程中提供当前的真实信效信息，

并做到有效沟通。

②成立 ISBAR 定制化训练小组：首先成立 ISBAR 培训

小组，其中包括科室内护士长、质控小组组长、高年资的护

理人员，通过一系列计划对护理人员进行 ISBAR 沟通模式进

行仿真训练，培训主体主要包含 ISBAR 的含义、优势，同

时对现有情况分析 ISBAR 报告模型的意义特征及交接班中

ISBAR 模式的意义。观看友院实施 ISBAR 模式下护理人员交

接班的相关影像资料，提高对该模式的认知，加强护理人员

对 ISBAR 标准模式交流中的运用的实际能力。

③培训方式：首先开展对护理人员的情景模拟，并对护

理人员开展专业授课、现场演练、案例测评等。在培训过程

中实施组长责任制，每一位所负责责任小组长需要负责组员

培训情况及时跟进并掌握，并促使每一位护理人员多能够意

识到 ISBAR 在交接班中的重要意义和患者安全的重要性的展

望，能够正确的掌握并了解 ISBAR 的运用方式。

2.3 观察指标
①护理质量对比。采用护理部修订的危重患者护理质量

评价标准为检查模板，对护理工作质量及新评估。主要包括

病情“八知道”、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健康教育等 4 各大

项目。总分 100 分。

②交接班指标对比。主要包括评判性思维能力、交接班

时间。

③工作满意度对比。从交接班专科性、条理性、时效性

及重点突出等方面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0~50 分为不满意、

51~80 分为较满意、81~100 分为满意。

④不良事件对比。主要包括调查报告、科室报告、院级

投诉等。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和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sx ± ）和 t 检验，以（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质量对比
观察组护理人员病情“八知道”、基础护理、专科护理、

健康教育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表 1 护理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n 病情“八知道” 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健康教育

观察组 30 97.63±6.17 98.16±5.75 97.82±5.62 96.89±4.73

对照组 30 76.82±5.27 79.85±6.13 81.27±4.63 79.57±5.37

t 14.067 11.932 12.449 13.257

P 0.000 0.000 0.000 0.000

3.2 交接班指标对比
观察组护理人员评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交接

班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 2 交接班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n 评判性思维能力
交接班时间

（min）
观察组 30 98.59±3.62 21.93±2.67

对照组 30 91.37±4.27 33.57±4.57

t 7.064 12.046

P 0.000 0.000

3.3 工作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表 3 工作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n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19（63.33）11（36.67） 0（0）
30

（100.00）
对照组 30 12（40.00）7（23.33） 11（36.67）19（63.33）

x2 3.270 1.270 13.469 13.469
P 0.071 0.260 0.000 0.000

4 讨论

危重症患者在临床中较为常见，患者大多存在预后差、

病情变化显著等特点，这就导致在对患者的护理难度较大。

对此，基于危重症患者的特殊性下，在对患者护理工作的交

接班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相关研究指出 [6]，在医院的传统交接班过程中，通常都

对患者的心理变化、饮食、睡眠及药物反应等相关护理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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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细节问题造成了胡烈，然而在进行交接班过程中，由于

交接班信息不完整，这就会导致医生需要对患者的护理记录

进行重新查阅，这就会导致医师浪费大量的时间，同时也导

致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工作量增加，对医护团队的工作效率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对患者安全性

造成较大的影响 [7]。

相关研究认为 [8]，I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是临床中常用

的沟通模式，这种模式可有效地满足医师对患者信息进行及

时获取的需求，同时能有效地对患者就医体验进行改善，从

而提高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研究认为，标准化沟通模式能够

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在护理人员的交班过程中，需要

将交班内容进行准确化、规范化，从而使护理人员在进行搅

拌中具有更佳的条理性、连续性；在进行搅拌过程中，能够

有效对患者病情变化进行发现，同时对患者不良情况及时做

出对应处理 [9]。此外，在实施标准化沟通模式下，能有效地

提高护理人员对患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正确的对患

者病情进行评判，可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评判思维，减少交

接班事件。研究认为，标准化沟通模式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

之间的和谐团队关系，能够促进医疗团队之间的良好合作，

对提高护理人员对患者病情观察与专科护理能力具有重要的

影响 [10]。

研究指出 [11]，I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在护理人员的交接

班过程中，可通过对交接班内容进行规范化，从而有效地减

少交接班流程，节约交接班时间，从而有效实现护理人员之

间的沟通交流，加强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对确保患者的

护理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何嘉健等人 [12] 的研究指出，

在危重症患者病房实施 I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能够显著提

高医护人员对交接班满意度，能有效激发医疗团队之间的工

作热情，从而在整体上对团队的服务水平进行提高，能尽可

能地对患者护理需求进行满足，具有极为显著的护理效果。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患者实施 I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

进行交接班后，并取得以下研究结果：观察组护理人员病情“八

知道”、基础性护理、专科性护理、健康宣教评分明显优于

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理人员评判性思维能力显

著低于对照组，交接班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观察组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观察组护理人员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因此，我们认为，标准化沟通模式能够满足对危重症患者的

交班需求，同时能显著提升专业护理小组的整体护理的质量。

本次研究结果与杨雅婷等人 [13] 的研究结果相同。研究认为，

标准化沟通模式可有效规范护理人员之间的交接班流程，加

强了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效果，从而有利于提升对患者的护

理服务的质量，促进患者的康复，加强护理工作人员的效率，

使每项护理工作与操作能够得到深入的整理与细分，对保障

对患者护理工作的延续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标准化规范的沟通模式在对危急重症患者交

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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