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究性文章
�������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2 卷·第 05 期·2019 年 12 月
DOI:�https://doi.org/10.26549/yzlcyxzz.v2i5.2773

(IIHFWLYHQHVV��QDO�VLV�RI��RPPXQLFDWLRQ�0RGH�LQ�1XUVLQJ�
�DUH�7UDQVIHU��ODVV�RI�5HVSLUDWRU��8QLW�

�XR�LX��KHQ �LDROL�0HQJ 0LQJKXL�:DQJ�

The�Second�Hospital�of�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00,�China�

�EVWUDFW
2EMHFWLYH��To�observe�and�analyze�the�effect�of�communication�mode�in�nursing�care�transfer�of�respiratory�care�unit.�0HWKRGV���KH�
study�selected�36�patients�who� received�nursing�treatment�in�the�respiratory�monitoring�room�of�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7�to�
December�2018�as�the�control�group.�During�this�period,�the�SBAR�communication�model�was�not�used.�In�addition,�December�2018�
to�2019�were� selected.�During�October,�37�patients�who�came�to�our�hospital’s�respiratory�monitoring�room�for�treatment�and�care�
were�used�as�a�study�group.�During�this�period,�the�SBRA�communication�mode�has�been�adopted,�and�a�schedule�for�the�respiratory�
department�monitoring�room�has�been�established�and�established.�The�incidence�of�adverse�events�and�the�degree�to�which�the�nurses�
mastered�their�condition�were�analyzed�and�compared.�5HVXOWV��Compared�with� the�control�group,�the�rate�of�missing�items�and�the�
incidence�of�adverse�events�in�the�study�group�were�sign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condition�of�the�pa�
tients�in�the�study�group�was�signi�cantly�bett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RQFOXVLRQ���KH�FOLQLFDO�HIIHFW�RI�XVLQJ�6�5��
communication�mode�in�the�nursing�transfer�of�nursing�unit�is�better,�it�can�avoid�missing�items�in�the�process�of�formulating�the�shift�
schedule,�and�it�can�effectively�avoid�the�occurrence�of�adverse�events,�and�the�nurse�can�better�understand�the�patient’s�condition�,�Has�
a�higher�application�value�in�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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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监护室护理交接班中沟通模式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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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和分析呼吸监护室护理交接班中沟通模式的疗效。方法：研究选择在 2017年 �月 ~����年 ��月期间在我院呼吸
监护室接受护理治疗的患者 ��例作为对照组，在这期间未采用 SBAR沟通模式；另外选择 ����年 ��月 ~����年 ��月期间
来我院呼吸监护室进行治疗和护理的患者 37例作为研究组，在这期间已经采用了 SBRA的沟通模式，制定并建立呼吸科监
护室交班表，将两组的漏项率、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护士对其病情掌握的程度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漏项率、
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于对照组，均明显较低，P＜ �.��；护士对研究组患者病情掌握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结论：
呼吸监护室护理交接班中采用 SBRA沟通模式的临床疗效较好，能够避免在制定交班表的过程中出现漏项的情况，也能有效
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护士能够更加了解患者的病情，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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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护理核心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交接班制度，交接班制度也

是控制护理质量的重要关键。医疗护理的质量、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程度、护理过程中的安全均与交接班质量的好坏有直

接关系 [�-�]。因此，本次研究选择了 2017年 �月 ~����年 ��

月期间来我院呼吸监护室的患者进行研究，共 73例，给予不

同的沟通模式，比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旨在研究呼吸监

护室护理交接班中沟通模式的主要效果。汇报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1 基线资料

在呼吸科监护室的护理人员共有 ��名，男性和女性护

理人员分别有 �名、��名，最大年龄为 ��岁，最小年龄为

��岁，年龄均值为（��.��±�.��）岁，本科学历有 �名，本

科以下学历有 ��名；工作年限在 �~�年的护理人员有 �名，

工作年限在 �~�年的护理人员有 �名，工作年限超过 �年的

护理人员有 �名。研究已经征得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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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患者家属已经签署了相关协

议。本次研究选择的是来我院呼吸科监护室的患者，在 2017

年 �月 ~����年 ��月期间入院的 ��例患者为对照组，年龄

在 ��~��岁之间，年龄均值为（��.��±�.74）岁，男性和女

性患者分别有 ��例、��例；在 ����年 ��月 ~����年 ��月

期间入院的患者为研究组，年龄在 ��~78岁之间，年龄均值

为（��.��±�.��）岁，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例、��例。

用 6366���.�软件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处理，结果为 3

＞ �.��，可比。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的是常规床头交接班模式，即在交接时，

护理人员要在患者的床头放置缓和的基本信息和治疗情况，

之后协助患者完成基本的护理，通过交班者口述流程，接班

者进行查看。

研究组患者接受 6��5沟通模式进行床头交接班，主要

内容如下：（�）组建培训小组。由一名护士长和 �名有经验

的护理人员共同组成 6��5沟通模式培训小组，定期对全科

的护理人员开展沟通模式的培训和讲座，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沟通模式的分类、6��5沟通模式的内容、含义、优势、意

义以及使用方法等，可以通过集体授课的形式开展。（�）实

施 6��5沟通模式。通过系统的培训，将理论知识与我科室

的特点相结合，又 6��5沟通模式培训小组共同为新的交接

班制定模板，并将 6��5沟通模式分解到实际操作中，6为

发生了什么，护理人员主要沟通患者的姓名、年龄、饮食方案、

留置管道情况等，并着重沟通管床主治医生以及患者家属所

提出的特殊要求；�为背景，护理人员主要沟通患者的治疗、

液体管理等情况，并对患者的血糖、各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

重点了解特殊治疗和特殊护理情况。�为专业评估，护理人

员要针对患者的皮肤、体征、临床表现等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找出潜在的问题或风险。5为需要什么，护理人员主

要沟通护理措施的有效情况，重点了解下班需要关注的事项

或下班未完成的事项 [�-�]。（�）交接班流程。交班者在交接

班之前，认真填写交接班表，并按照规定选择正确的人员进

行填写，在进行床头交接班的过程中，交接者只需要根据交

接班表的具体内容向接班者交接，并且共同对患者进行检查。

2.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的漏项率进行观察和对比。（�）观察两组

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不良事件包括管道脱出、约束不良、

漏执行医嘱。（�）观察和分析护士对两组患者病情掌握的程度，

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的情况包括诊断和病情、治疗、异常化

验结果、护理重点、风险评估情况。

2.4 统计学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以及与本次研究相关数据都

用 6366���.��软件开展分析和处理，漏项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

均用（Q/%）表示，采用卡方进行检验，3＜ �.��；病情掌握

情况用（`[±V）表示，采用 W检验，3＜ �.��。

3�结果

3.1�比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漏项情况

如表 �详细数据所示，研究组在接受 6��5沟通模式后，

在进行床头交接班时漏项情况明显少于对照组，3＜ �.��。

表 ���比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漏项情况（%）

组别 例数 总项数 漏项率 所占比例

研究组 �� ��� �� �.��%

对照组 �� ��� 47 17.87%

;�
-- -- ��.���� --

3 -- -- �.���� --

3.2�比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如表 �详细数据所示，研究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于

对照组，研究组明显较低，3＜ �.��。

表 ��比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组别 例数

管道脱出 约束不良 漏执行医嘱
总发生
率例数

所占比
例

例
数

所占比
例

例数 所占比例

研究组 �� � �.78% � �.��% � �.78% �（�.��%）

对照组 �� � �.��% � �.��% � ��.��%
��

（27.78%）

;� -- -- -- -- -- -- -- �.����

3 -- -- -- -- -- -- -- �.����

3.3�比对护士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病情掌握情况

如表 �详细数据所示，研究组的病情掌握情况相比于对

照组，研究组显著较高，3＜ �.��。

表 ��比对护士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病情掌握情况（`[�V，分）

组别 例数
诊断和病
情

治疗
异常化验
结果

护理重点
风险评估
情况

研究组 �� �.28±1.�� �.99±0.�� �.72±0.�� �.52±1.�� �.34±0.��

对照组 �� �.81±1.�� 7.92±0.�� �.54±0.�� 7.82±0.�� 7.12±1.��

W -- �.�� �.�� ��.77 �.�� �.��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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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呼吸科监护室而言，患者的年龄通常较大，疾病的

类型较为复杂，病情较重，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和不良反应，

患者通常都需要在身上插管，这只能进行无陪伴管理，而我

科室的护理人员较为年轻，通常没有充足的护理经验，这就

需要采用合理的模式提升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

本次研究中接受 6��5沟通模式的护理人员对研究组

患者的病情掌握程度分别为：诊断和病情（�.��±�.��），

治疗（�.��±�.��），异常化验结果（�.72±�.��），护理

重点（�.��±�.��），风险评估（�.��±�.��），而接受常规

床头交接管理的护理人员对对照组患者的病情掌握程度分别

为：诊断和病情（�.��±�.��），治疗（7.��±�.��），异常

化验结果（�.��±�.��）。护理重点（7.��±�.��），风险评

估（7.��±�.��），研究组各项都显著较高，3＜ �.��；研究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而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7.78%，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较高，3＜ �.��；而对照

组的漏项情况为 17.87%，研究组的漏项率为 �.��%，研究组

的漏项率明显较低，3＜ �.��。主要因为呼吸科多为重症患者，

年龄都较大，病情复杂，发展较快，这就给护理操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度，在护理工作容易出现错误以及安全隐患，6��5

沟通模式能够较好的规范交接班的内容，要求护理人员必须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再进行交接班，有利于患者

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能保持连贯性，提升安全性；传统的床

头交接班经常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约束，6��5沟

通模式将交接班的内容标准和具体化，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将现有的知识与护理经验相结合，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护理，有利于提升护理人员的思维能力；

6��5沟通模式要求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有利于资历较浅的

护理人员在进行交接班时理清思路，突出重点，降低了漏项

的发生率 [7-�]。

5�结语

综上所述，6�5�沟通模式在呼吸监护室护理交接班中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帮助护理人员更好、更全面的完

成交接班工作，减少了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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