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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effect of detail management on the quality of overall care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Methods: 200 patients admitted to Zhejiang Jinhua Guangfu Hospital in the three years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by random drawing. Among them, group A 
patients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group B patients serv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10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group A interven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Patients in group B adopted a detailed management nursing method based on 
group A.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a period of nursing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overall nursing 
work.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A was 6%,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B was 1%.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A 
was 85%,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as 98%.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 <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detail management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surgical nurs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nursing,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romote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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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对胃肠外科护理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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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在胃肠外科护理过程中细节管理对整体护理质量的作用和效果。方法：选取浙江金华广福医院于 2016 年 6 月到
2019 年 6 月这三年时间内收治的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采取抽签法随机平均分成 A 组和 B 组。其中，A 组患者作为对
照组，B 组患者作为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100 名。A 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B 组患者在 A 组的基础之上采取
细节管理的护理方法。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一段时间之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整体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A 组患者不良反
应的发生概率为 6%，B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为 1%，A 组患者的不良反映发生概率明显要高于 B 组患者。A 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为 85%，B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8%，B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A 组患者，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胃肠外科护理过程中应用细节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效果，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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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胃肠外科主要负责胃肠外科疾病患者的护理服务以及护

理治疗，当前绝大多数胃肠外科疾病患者需要通过手术进行

治疗，手术治疗的方法对患者本身的身体会带来一定的创伤，

对护理工作要求比较高。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各

大医院已经普遍重视起护理过程中细节管理工作。下面主要

针对浙江金华广福医院在近几年中胃肠外科护理工作进行探

究，研究细节护理的作用和价值，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选取了浙江金华广福医院于 2016 年 6 月份到

2019 年 6 月份这三年时间内收治的 200 名胃肠外科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将之随机平均分成 A 组患者与 B 组患者，每组患

者各 100 名，其中 A 组患者男性 55 名，女性 45 名，年龄最

大者为 79 岁，年龄最小者为 16 岁，平均年龄为 40.15 岁。B

组患者男性 58 名，女性 42 名，年龄最大者为 81 岁，年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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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者为 17 岁，平均年龄为 41.32 岁。这两组患者均对此次调

查研究知情，而且一般资料无显着性差异，可以进行对比。A

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措施，B 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

上应用细节管理的护理方法，在一段时间之后，对比两组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2.2 方法

A 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措施，包括疾病宣教护理、饮

食护理、卫生管理、用药护理等相关措施。B 组患者在常规

护理措施干预的基础之上，采取细节管理的服务方法。首先，

需要加强护理人员的服务观念，明确医疗服务的目的，转变

以往被动接待服务的服务方式，改变为主动询问服务的模式，

拉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赢得患者的信任。与患者和家属做

好交流和沟通，从而能够及时了解患者和家属的需求，并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其次，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细节护理管

理规章制度，胃肠外科科室根据患者的特点以及患者的护理

要求，制定严格系统的细节管理规章制度，要求护理人员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工作，加强对护理人员护理活动

的约束。同时，还需要成立质量控制小组，定期抽查护理质

量和护理内容，明确护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和落实情况，检查

护理人员的实际操作并做好考核和绩效评定，提高护理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及时发现细节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做好汇总整改工作。质控小组的成员注重检查低年资护

理人员的护理情况，加强检查对高峰期、夜班、交接班以及

节假日的护理情况，制定严格的三查七对细节制度与责任负

责制，要求护理人员能够严格执行护理任务。另外，需要提

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技术水平以及护理亲和力，护理人员的工

作态度以及工作质量直接关系着整体医院的医疗态度，要求

护理人员必须要站在患者和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以热情积

极的态度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注重自身的神态、语言、行为，

从细节做好服务工作，避免一些负面的情绪传递给患者。可

以通过微笑、握手、眼神示意等肢体动作来感染患者，提高

患者对治疗的依从度，促进护患关系的有效提升。护理人员

还需要充分认识到在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意

义，规范护理流程和护理行为，为患者创造舒适温馨的环境。

护理人员本身也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护理能力，提高专业技

术水平，注重工作细节知识的积累，要求护理人员能够掌握

过硬的护理技术，同时还需要能够了解社会学、心理学方面

的知识，可以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满足患者的护理

要求。

2.3 临床观察指标

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对比 A 组患者与 B 组患者不良反

应的发生情况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2.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统计 A 组患者与 B 组患者不良反

应的发生情况，A 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为 5%，B 组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概率 1%。由此可见，应用细节管理的方法能

够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A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为 85%，B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 98%，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细节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

4 讨论

胃肠外科患者具有病情危急的特点，护理人员的护理质

量以及护理效果直接关系着胃肠外科患者的康复进程以及疾

病治疗情况，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胃肠外科护理人员护理工

作的重视，要求胃肠外科护理人员能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感和责任感，可以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进行护理工作，

为患者提供行之有效的护理服务，以患者为中心开展护理行

为，落实护理责任，注重护理细节，深化护理内涵，保证护

理服务质量 [1]。

由于各大医院胃肠外科护理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不安

全的因素，这些不安全因素一旦扩大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

健康，加强护理过程中的细节管理，能够有效控制这些不安全

因素。在胃肠外科护理过程中应用细节管理对于患者的康复与

整体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细节管理可

以通过建立起系统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质控小组的方法，保证

护理人员能够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和规章流程开展护理操作，定

期考核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在胃肠外科疾

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整改，保证

护理效果和护理效率，促进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维持良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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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定期开展技能培训的方法，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

水平，给患者带来安全感 [2]。在胃肠外科疾病的护理过程中，

应用细节管理的方法可以及时发现护理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

护理人员定期进行查房的形式，能够及时制止违章电器的使用，

避免出现火灾问题。床边安全栏和门铃的设置也有效降低了患

者发生摔倒以的风险。心理护理作为细节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通过护理人员直接心理干预的方法，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

提高患者治疗的自信心，使得患者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配合

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以及医护人员的治疗工作，提高整体的护

理质量和护理效果 [3]。

护理活动指的是护理人员运用物理学的基本技能和基本

知识满足患者的基本需要的过程。在胃肠外科护理过程中，

由于胃肠外科疾病的特征在护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

疏漏而影响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医护人员需要结合患

者的心理特点，尊重住院患者并开展科学的健康教育活动，

注意对患者的称谓。在护理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的尊重，医护

人员在进行各项治疗以及护理时需要注意自身的说法、态度

以及说话方式，以商量和建议的口吻嘱咐相关工作，切实开

展适合老年患者的健康教育活动，应用通俗易懂以及简明简

洁的语言进行反复宣教，使得患者和家属能够加深对疾病的

印象，明确疾病的注意事项以及疾病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 [4]。 

同时，在病房内需要配置图文并茂的健康手册，并设置黑板

报和宣传栏，定期更换黑板报和宣传栏的内容，开展人性化

的健康教育，取得良好的胃肠外科护理效果。

综上所述，根据此次调查研究表明，在胃肠外科护理过

程中运用细节管理服务能够有效减少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发

生概率，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提高患者的康复率。

此次调查中，B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要明显高于 A 组

患者，而且 B 组患者手术之后发生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要明

显低于 A 组患者。说明细节管理服务在胃肠外科整体护理质

量提升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在胃肠外科护理过程

中注重细节管理，能够有效增加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提高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度和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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