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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primary care in the ward on the third �oor of

There were 23 males and 27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74 years. Fifty patients with primary care in the ward on the third �oor

Results:

using ISBAR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mode than before. Therefore, ISBAR shift mode is bene�cial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reduce medical disputes.It is bene�cial for patients to arrange discharge plan reasonably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of hospital beds in the depart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ene�cial to reduce the medical burden of patient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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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ISBAR标准化沟通模式应用于医养中心护理人员交接班中的效果，以期规范护理人员交接班内容，减少信息传
递不良导致的隐患，提升交接班质量。方法：选取实施前医院2020年1~3月医养结合中心三楼病区一级护理的患者50例为对
照组，其中男23例，女27例，平均年龄74岁。选取实施后医院2020年4~6月医养结合中心三楼病区一级护理的患者50例为实
验组，其中男25例，女25例，平均年龄74.8岁。结果：医护对使用ISBAR标准化沟通模式态度良好，且使用ISBAR标准化
沟通模式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均高于之前，由此，ISBAR交班模式有利于促进护患关系和谐发展，减少医疗纠
纷；且有利于患者合理安排出院计划，减少科室床位压力；同时有利于减轻患者医疗负担。结论：ISBAR标准化沟通模式
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提高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沟通的效率，更加快速和准确的传递消息，保障病人安全。激发医疗护理团队
的协作能力，提高护理业务能力，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更具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和护理，从而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
低住院费用，极大地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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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SBAR[1]是一种标准化沟通工具，包括 5个步骤：I是

自我介绍和患者基本资料介绍；S是患者诊断、现存问题、

病情变化；B是既往病史、特殊用药等背景资料；A是重要

检查与手术及评估；R是后续护理建议。使用此沟通工具能

标准化的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更多更精确的信息。乏沟通是



31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

导致医疗不良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 [2]，中国一些研究表明，

临床上 80％的护患纠纷是由沟通不良造成的 [3]。医养结合

中心的危重患者多为老年人且伴有心脑血管疾病，因疾病及

年龄原因，其沟通能力有限，不能明确的说出自己在治疗过

程中的诉求 [4]。因此，在医养结合中心交接过程中医护人员

进行完整的内部信息交流可以保证患者安全的同时给予患

者进行持续性的治疗措施。但是，目前由于中国医疗资源

的缺乏，导致医养中心护士在长期快节奏的工作中容易产

生精神压力，从而忽视患者的交接部分信息，出现一些诸如

遗漏患者非主要诊断等交接问题。基于此，本次研究是探索

ISBAR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医养结合危重患者交接班中的应

用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实施前医院 2020年 1~3月医养结合中心三楼病区

一级护理的患者 5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23例，女 27例，

平均年龄 74岁。

选取实施后医院 2020年 4~6月医养结合中心三楼病区

一级护理的患者 50例为实验组，其中男 25例，女 25例，

平均年龄 74.8岁。

另外，入组班次为科室晨间护士床头交接班。

入组患者为三楼病区危重特级及一级患者

纳入标准：①在以养结合中心三楼病区在院 3天以上

的患者。②患者在住院期间为特级或一级护理。

排除标准：①住院总天数小于 3天。②患者住院期间

因死亡等原因退出实验。

入组护士为医养结合中心在岗全部护士

纳入标准：①在以养结合中心工作 1年以上的护士。

②试验期间在职在岗。

排除标准：①工作不满 1年。②因辞职等原因退出实验。

入组医生为医养结合中心在岗全部医生

纳入标准：①在以养结合中心工作 1年以上的医生。

②试验期间在职在岗。

排除标准：①工作不满 1年。②因辞职等原因退出实验。

入组护工为在岗护工

纳入标准：①在以养结合中心工作 1年以上的护工。

②试验期间在职在岗。

排除标准：①工作不满 1年。②因辞职等原因退出实验。

2.2 研究方法

建立标准化的护理床旁交接班流程

成 立 ISBAR护 理 交 接 班质 量 专 项持 续 改 进小

组，固定患者病情交接的顺序及主要内容，顺序为

I→ S→ B→ A→ R，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①交接双方护士到患者床旁，问候患者后，交班者自

我介绍并介绍接班护士，然后交接患者基本资料，包括姓名、

年龄、性别、住院号、入院时间。②向接班护士交接患者主

要及次要诊断、入院主诉，现存主要护理问题、病情变化。

③患者过敏史、既往史、手术史、特殊用药等。④综合资料

对患者做出评估，要点是患者最近的生命体征检测数据和重

要的辅助检查，如有管道、应注意交接管道、皮肤情况等。

⑤针对目前现存的问题已采取哪些护理措施，交代仍需注意

的问题，商讨后续护理方向。

标准化交班实施流程与方法

①制作“ISBAR标准化护理交接班模板”。

在观察组病区成立护理交接班质量专项持续改进小组，

由组长及护理业务骨干带头参与组成。通过在交接班标准化

流程基础上，指导护士学习 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的规范，

并结合医养结合的专科特点开展培训、讨论，最终定稿标准

化的病专科交接班模板。

② 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的实施流程。

第一步：口头交班。由护士长、病区责任组长带队，

交接双方护士进行病房床头交接班，交班者携交接班报告本

至病房，首先，按照 ISBAR标准化沟通内容逐一交代病人

的身份、病情、背景、评估、建议。其次，床旁查看重点病

人。要求接班护士位于病人右侧，交班护士位于病人左侧，

以便协助接班护士对病人查体时床边配合，护士长则位于床

尾，便于全面观察，对整个交接班过程进行质量控制。重点

查看新入院、手术、危、急、重症、长期卧床、进行特殊治

疗及检查的病人；评估病人所取卧位是否舒适，皮肤是否完

好，各种管道是否在位、通畅，各项护理措施是否落实，是

否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及其他状况等。最后，交接完毕由护士

长针对重点病人现场及时讲解指导。强调当班护理工作重点

内容及注意事项，并由接班者将特殊事项记录在交班本备注

栏内，以免遗忘。

2.3 评价方法

观察护士和医生对采用 ISBAR的态度。医护人员对

采用 ISBAR的态度使用自制调查表，赋值完全正确 4分，

多数正确 3分，有点正确 2分，完全不正确 1分。使用

ISBAR前后一个月入组的医生、护士均填写附表 1。

观察 ISBAR使用前后三个月，调查患者对交班的满意

度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患者满意度调查表（由 5个因子、

15个条目组成，5个因子的累计解释量为 67.921%；问卷的

CVI系数为 0.987，Cron-bach’sα系数为 0.868，均在测量

学可接受的范围），赋值很满意 5分，基本满意 4分，一般

【基金项目】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自然基金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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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3分，不满意 2分，很不满意 1分。

2.4 统计方法和资料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分析并整理本次试验数据，

计量资料以及计数资料的表示方法分别是（均数±标准差）

（x±s）和率（%），检验值分别是 t和 x2，组间比较经 P

值判定，P＜ 0.05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士对采用 ISBAR模式交接班前后的态度比较

运用 ISBAR模式交接班后得分显著高于运用 ISBAR

模式交接班前（t= 9.888，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 1。

表 1 护士对采用 ISBAR 前后的态度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得分

使用前 23 5.74±1.54

使用后 23 8.08±0.85

注：aP＜ 0.05。

3.2 医生对采用 ISBAR模式交接班前后的态度比较

运用 ISBAR模式交接班后得分显著高于运用 ISBAR

模式交接班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详见表 2。

表 2 医生对采用 ISBAR 前后的态度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得分

使用前 10 4.12±0.88

使用后 10 7.06±0.52

注：aP＜ 0.05。

3.3 使用 ISBAR交接班模式前后三个月不良事件发

生率比较

通过实施 ISBAR交班模式不良事件发生率由原来的

36%下降到 10%（x2＝ 0.063，P＜ 0.05），详见表 3。

表 3 使用 ISBAR交接班模式前后三个月不良事件发生率

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发生例数 未发生例数

使用前 50 18（36） 32（64）

使用后 50 5（10） 45（90）

注：aP＜ 0.05。

3.4 使用 ISBAR 交接班模式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

ISBAR交班模式有利于促进护患关系和谐发展，减少

医疗纠纷。运用 ISBAR模式交接班三个月后患者满意度高

于三个月前，意度由原来的 70%上升至 94%，详见表 4。

表 4 ISBAR 交接班模式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使用前 50 16（30） 20（40） 10（22） 4（8） 35（70）

使用后 50 31（64） 16（30） 3（6） 0（0） 47（94）

注：aP＜ 0.05。

4 讨论

“医养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集医疗、康复、养生、

养老等为一体，把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将养

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

体的新型 养老服务模式。医院医养结合中心病区及床位数

较多，收治的病人年龄较大、病情危重、并发症多，且收治

的病种繁杂，医生且与护士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护士与

护工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对于平时的护理工作造成了很

大的困难，尤其是责任护士对患者信息的掌握比较困难，这

一现象在低级别的护理工作人员中更加明显。

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委员会（

，JCAHO）2017

年，最新发布的患者安全目标中均明确指出，需要执行标准

化的“交接沟通”事项，来提高有效的交流。中国医院协会

的患者安全十大目标要求，即“严格执行在特殊情况下医

务人员之间有效沟通的程序，做到正确执行医嘱 [5]”，采用

ISBAR这种标准化的沟通方式，有助于保证责任护士对病

人信息掌握，提高护理质量，增强医生与护士之间、护士与

护士之间、护士与护工之间的协作和交流，避免医疗事故发

生，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同时对低

年资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低年资护理人员提

高专业知识及责任心。

床旁交接是护理交班的重要环节，存在护士之间、护

患之间的沟通。因此，能否有效沟通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

性直接影响交班的质量和患者安全 [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ISBAR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医养结合老年危重患者中的应用，

可以更好地提高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沟通的效率，更加快速和

准确的传递消息，保障病人安全。激发医疗护理团队的协作

能力，提高护理业务能力，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更具针

对性地进行治疗和护理，从而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住

院费用，极大地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有利于促进护患关系和

谐发展，减少医疗纠纷；且有利于患者合理安排出院计划，

减少科室床位压力，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B/OL].http://www.ihi.org/IHI/Topics/PatientSafety/SafetyGen-

eral/Tools,2010-05-19.

蔡燕,蔡均.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在妇科护生沟通能力训练中

的应用效果[J].重庆医学,2017,46(11):1575-1576.

马可莹,蒲宏月,赵振娟,等.本科护生与标准化病人交流能力的现

状调查[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20(18):2254-2256.

常俊霞,孔令红,王磊,等.ISBAR交班模式在新入院的老年患者交

班中的应用效果[J].空军医学杂志,2017,33(6):430-431.

中国医院协会.实施患者安全目标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陈祖香.ISBAR沟通模式用于急诊抢救室床旁交接班中的临床

效果[J].全科护理,2017(27):13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