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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医院开展护理管理中，采取人性化管理模式的价值。方法：择60例某院收治患者，分对照组（基础护理模式）
和观察组（人性化管理模式），比较效果。结果：观察组护理人员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医院开展护理管理时，采取人性化管理模式，具有高临床价值，能够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改善
护理人员的考核成绩，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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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基础生活

质量提升后，对健康有更全面的认知，且对医院护理管理有

了更高的要求，医院传统的护理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患者的

实际需求 [1]。

人性化护理管理模式是当前新兴的一种护理模式，该

模式下护理人员在开展护理时以患者为主，能够最大程度上

提升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有效改善护理人员的专

业素质水平，提升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措

施 [2-3]。基于此，本次研究择 60例患者，分析医院护理管理

中人性化管理模式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患者一般资料

对象：某院收治的患者；时间：2019年 12月—2020

年 12月；例数：60例。分观察组、对照组。观察组（30例）：

男 17人，女 13人，年龄为 14~67岁，平均（35.11±2.14）

岁。对照组（30例）：男 16人，女 14人，年龄为 17~71岁，

平均（35.27±1.22）岁。两组基本资料一致，P＞ 0.05。所

有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内容均知情同意，且本次研究经伦

理委员会批准。

护理人员资料

随机选取医院护理人员 20例，其中主任 1名，主管护

师 5名，护师 6名，护士 8名。年龄为 23~51岁，平均年

龄为（25.19±1.46）岁。学历：专科 6人，本科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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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照组：基础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密切观

察患者的实际情况，监测血压、心电图等指标。护理人员对

患者及其家属采取用药讲解、疾病相关知识讲解等措施。

观察组：人性化管理模式。

第一，树立“人性化管理理念”。当前医院应提升护

理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使护理人员对自身岗位的重要性有全

面的认知，树立正确的护理观念，在护理过程中，始终贯彻

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观念。在开展护理时，护理人

员应对细节方面加强重视，及时全面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以

及相关病情。部分患者由于病情或自身因素，无法将感受进

行详细表达，对于该类患者护理人员应加强观察，一旦患者

面部或肢体表现出异常状态，需及时进行处理。除此之外，

护理人员可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在实际交流时，护理

人员应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疑问进行详细讲解，提升其对护理

人员的信任感 [4,5]。

第二，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当前护理人员在开展护

理时，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可调节的弹性排班制度，

详细划分护理人员的负责区域。除此之外，对护理人员开展

管理时，应实现分层管理，合理配置护理人员资源。在所分

配的小组中，每组都应有高资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以及

新入职的护理人员。使新入职护理人员可在实际过程中学习

相应护理措施，提高自身的护理水平，将理论化的护理知识

转为实际中。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

第三，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医院需对医院环境进行

改善与优化。首先，应对医院环境进行改善，对科室的布局

进行优化，营造更为轻松的工作氛围，进一步对护理人员的

工作压力进行缓解。其次，应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加护

理人员的沟通与交流，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最后，在实施

管理过程中，管理者需注意护理人员的心理变化，在护理人

员出现问题时，及时进行沟通，解决护理人员工作以及生活

之中的困难，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3 观察指标

第一，护理人员考核成绩。总分为 100分，分数与水

平成正比。

第二，护理满意度。利用自制表探究患者满意度，满

分为 100分，分数与患者满意度成正比。

2.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利用 SPSS22.0分析，计量资料用 t检验；计数资

料用 X2检验。P＜ 0.05为有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人员考核成绩

护理前，两组水平相似，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

观察组护理人员水平更高，P＜ 0.05，见表 1。

表 1 护理水平考核成绩（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观察组 20 65.44±12.16 92.34±2.16 9.741 ＜ 0.001

对照组 20 65.38±12.33 85.41±5.48 6.639 ＜ 0.001

t值 0.015 5.261

P值 0.988 ＜ 0.001

3.2 护理满意度

护理前，两组水平相似，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比，

观察组护理人员水平更高，P＜ 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水平考核成绩（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观察组 30 60.21±12.44 95.36±1.25 15.399 ＜ 0.001

对照组 30 62.25±13.16 76.33±11.48 4.416 ＜ 0.001

t值 0.617 9.026

P值 0.540 ＜ 0.001

4 讨论

中国当前社会进步速度不断提升，对医院服务质量也

有更高的要求，护理模式存在较大的转变 [4-5]。因此，医院

在开展护理管理时，应以患者为主，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提高护理人员的职责 [6]。

在采取人性化管理模式后，首先能够提高护理人员自

身的责任感，可以提高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重要性的认知

度，从而使护理人员产生自豪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护理人

员的积极性 [7]。其次，在开展人性化管理模式后，医院会加

大对护理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在日常查房以及护理管理中，

合理安排护理人员资源，新入职的护理可以在实际护理过程

中向资历深的护理人员进行学习，更好地将学校中所学到的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实施中的专业知识。最后，在开展人性

化管理模式后，可以使护理人员对患者有更全面的了解，针

对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制定针对化的护理方案，在提高护

理效率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护理质量，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



69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

当前医院在开展护理管理时，某院主要选择使用人性

化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护理人员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

分别为（92.34±2.16）分和（85.41±5.48）分，t=5.261，

P ＜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95.36±1.25）分和（76.33±11.48）分，t=9.026，P＜ 0.05。

因此，不难看出，临床在使用人性化护理管理模式后，患者

能够得到较佳的改善，能够在提高护理效果的同时，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提升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医院在开展护理管理时采取人性化护理管

理模式，改善显著，临床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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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望

近年来，新型创伤敷料已逐步取代传统纱布敷料，本

实验提供了一种含水量较高的水凝胶敷料，其含水量较高，

既有利于创面的愈合，也可作为良好的载药基质。水凝胶敷

料与皮肤有很好的亲和性，使用舒适，透气性好、耐汗性强、

重复揭贴性好，可反复使用，不污染衣物。凝胶贴膏的水溶

性基质有利于皮肤角质层细胞水化膨胀，从而更有利于药物

的透皮吸收，生物利用度高，且保湿性强，药物无致敏、无

刺激等副作用，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5 结语

结果：制备所得的水凝胶敷料含水量为 90.7%，SD大

鼠深Ⅱ度烧烫伤治疗结果显示：实验组及阳性对照组的创面

愈合速度快，其愈合时间较阴性对照组提前，创面在第 7、

14、21天愈合率均较阴性对照组高。

结论：制备的高含水水凝胶敷料，含水量大于 90%，

可促进深Ⅱ度烧烫伤实验大鼠创面的愈合。本敷料含水量

高，可作为载药基质，载药后可进一步提高疗效，同时水凝

胶敷料具有使用方便、生物利用度高、毒副反应小等优点，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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