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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李  鸿  赵晓薇  杨  扬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目的：对精细化管理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作出深入分析；方法：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到某院神经内科接受

治疗的患者中选择 172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并随机划分成两组。参照组提供的是常规管理，观察组提供的是精细化管理，对两组护理管理效

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产生几率、意外事件发生率都要明显低于参照组，护理满意度则要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精细化管理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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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神经内科的患者来讲，经常会出现颅内感染、脑组织肿

胀等病症，且这些病症一旦产生，不仅病情较为严重，还可能会

出现障碍，为了尽可能降低这些病症的发生几率，应为其提供更

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背

景下，对临床护理服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以往的神经内科护

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患者个性化需求，不仅无法为护理质量提供

保障，也容易产生护患矛盾，因此，针对精细化管理在神经内科

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应给予足够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到某院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

患者中选择 172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并随机划分成两组。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提供是常规管理模式，护理人员结合具体情况，结

合常规工作流程来落实各项护理工作。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保

持病房环境整洁，到位落实用药指导、健康宣传等基础护理工作。

针对治疗依从性较低的患者，把握契机提供适当的心理干预[1]。 

观察组，提供的是精细化管理模式。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员

精细化管理：科室领导应结合神经内科护理工作的特征，制定出

与之相适应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实现对护理人员岗位职责、职能

要求的准确把握。同时，对科室护理人员学历与业务水平、工作

年限和支撑等方面提供分层管理，以此来从整体上提升人员责任

意识。还需要注意的是，神经内科患者病情大多都比较严重，且

进展较快，所以，护理人员每天都需要反复的检测患者的各项生

命体征，不论是工作强度还是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应对护

理人员工作流程作出进一步规范，以此来尽量减少治疗工作、监

测护理工作出现重叠。这样不仅有助于工作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患者也能够获得更多时间休息恢复；②护理措施精细化：护理工

作具体开展中，护理人员应始终坚持无菌操作，认真洗手消毒，

最大限度的避免交叉感染风险的产生。同时，病房的清洁、消毒

工作也是重点，要定视通风，以此来最大限度的减少细菌滋生，

以确保室内空气可以始终保持清新。同时，因为神经内科病症的

治疗难度普遍较大，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所以，很多患者在住

院期间都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不利于治疗依从性的

提升。对此，护理人员应对患者心理变化做出细致观察，同时做

好专业评估，对患者内心需求做出深入了解，然后制定出针对性

较高的干预措施。对于卧床患者，要定时为其翻身，帮助患者按

摩容易受压位置的皮肤，有效预防褥疮的产生[2]。针对病情稳定，

且行动能力不受限的患者，可以在护理人员陪同下，适当的进行

一些户外活动，以此来帮助患者尽快康复；③风险管理精细化：

科室应从整体上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定期开展风险管理宣

教工作，以此来强化护理人员风险辨别能力培养，最大限度的降

低意外事件的发生几率。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要不断

提升自身的安全护理意识，定期开展安全宣教工作，为患者详细

的讲解住院期间的注意事项，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要耐心解答，以

此来从整体上提升患者护理配合度。对于高龄患者来讲，在护理

中应注意，避免坠床、跌倒等风险的产生，可以设置高床边护栏，

将病房地面上的杂物及时清理掉，以免意外事件的产生。对于患

者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要张贴醒目的标志、提示语。一旦发现

患者有轻生意向，护理人员要及时的帮助患者联系专业心理医

生，以此来强化心理辅导，尽可能的提升患者心理健康水平[3]。 

1.3 观察指标 

治疗过程中，对两组患者并发生产生几率，以及意外事件发

生率进行统计、对比分析。患者出院之前，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

了解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分值 0～100 分，得份＞70

分则表示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健康快车 2022 第 2 卷第 1 期 

 9 

引用 SPSS 19.0 工具来统计分析本次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若

P＜0.05 则说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生产生几率、意外事件发生率都要明显低

于参照组。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患者要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组别 例数 并发症发生率 
意外事件发生

率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86 2（2.33） 0（0.00） 84（97.67） 

参照组 86 14（16.28） 8（9.30） 70（81.40） 

P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医疗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下，现代化护理管理理念在临床管

理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助于医院整体护理质量的进一

步提升，也能够能够尽可能的降低护理风险。精细化管理作为一

种精致化、细致化优势较为显著的管理模式，着重强调的是要尽

可能满足患者合理护理需求，能够为护理工作规范性、有效性的

进一步提升提供有力支持。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精细化管理

模式的有效引用，可以优化工作流程，为治疗的顺利开展提供一

定保障。且在精细化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也可以结合不同患者

的病情来制定出个性化特征较为显著的护理方案，以此来为护理

工作安全有效性提供一共一定保障。另外，在精细化护理管理模

式下，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工作责任感也能够得到显著增强，可

以为患者提供更贴近、细致的护理服务，有助于护患关系的改善
[4]。经过本次研究可以明确，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要明显高

于参照组，由此可见，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通过精细化管理

模式的有效引用，能够让护理人员的工作获得更多患者的认可。 

综上所述，在神经内科护理管理中有效引用精细化管理，既

可以促进护理效果、安全性的进一步提升，也能够从整体上提升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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