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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在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中应用的效果。方法　将普通 外 科 某 病 区

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的１２０名实习护生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６０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研

究组采用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比较两组护生的教学效果。结果　（１）研究组护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护生综 合 能 力：研 究 组 护 生 在 交 际 沟 通 能 力、自 主 学 习 能 力、护

理评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主动服务意识、团队协作能力等７个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
０．０１）；（３）在背部护理、雾化吸入、管路维护、肌内注射、抽血、静脉输液、交流谈心等７个项目上，患者对研究组护生的信任度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结论　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中，可以采用以 整 体 护 理 为

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对提高护生的综合能力、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以及患者信任度等均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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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卫生部在全国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

工程”活动，总后卫生部下发了《关于 加 强 军 队 医 院

临床护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我 院 高 度 重 视，迅 速 行

动，在全院广泛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 示 范 工 程”活

动。笔者所在的病区作为医院第一批优质护理服务

示范工程试点病房，一年来，通过强化优质护理服务

理念、夯实基础护理、创新管理机制、完善保障体系，

临床护理服务质量有了很大 程 度 的 提 高，大 大 降 低

了陪护率，护 患 关 系 更 加 和 谐［１］。面 对 新 的 护 理 排

班方法和新的工作程序，我们 在 带 教 方 式 上 也 采 取

了相应的变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 究 对 象　以 我 院 普 通 外 科 某 病 区２００９年

·４６· 解放军护理杂志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９（１Ａ）



４月（开始实行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至２０１１年３
月的１２０名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年龄

２０～２３岁，在我科的实习时间均为６周。采用随机

数字表 法 将１２０名 护 生 分 为 研 究 组 和 对 照 组 各６０
名，研究组护生平均年龄为（２１．８７±２．２５）岁，其 中

大专４８名、本 科１２名；对 照 组 护 生 平 均 年 龄 为

（２２．１４±２．０９）岁，大 专５０名、本 科１０名。两 组 护

生的一般情况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具 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带教方式，即由专人带

教，以跟班的形式学习临床知识，可以说是在功能制

护理基础上的一种横向的学习方式。研究组护生是

在我科严格落实卫生部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后而

采有的一种新的带教方式，即仍由专人带教，但随着

科室班次和工作程序的调整，在 整 体 护 理 的 基 础 上

让护生参与承包患者的一种纵向的学习方式。每名

护生需要固定看护若干名患 者，负 责 这 些 患 者 所 有

的护理任务，包括各种生活护理及治疗等，除实施治

疗性操作时在带教老师的指 导 下 完 成 外，其 余 时 间

则由护生相对独立地全面照 顾 责 任 范 围 内 的 患 者。
两种带教方式的区别在于对照组侧重于跟班强化练

习，而研究组侧重于通过整体 护 理 系 统 传 授 临 床 护

理知识 及 技 能。所 有 带 老 师 均 获 得 我 院 教 师 资 格

证书。

１．３　评价指标　于护生出科前评价 两 组 护 生 的 人

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综合能力 及 患 者 对 护 生 的 信 任

度。

１．３．１　护 生 的 人 际 交 往 自 我 效 能 感　采 用 由 谢

晶［２］研制的大学 生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感 量 表，该 量 表 为

自评量表，与人际沟 通 能 力 有 较 好 的 相 关 性。包 括

亲和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情绪控制效能、
自我价 值 效 能 等６个 维 度，共３６个 条 目，均 采 用６
级评分法，包括“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有点不

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其中１２个条目为

反向题，其余均为正向题；正向题计为１～６分，反向

题计为６～１分。总分范围３６～２１６分，得分越高表

明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越高。

１．３．２　护生综合能力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３］，由
教师对 护 生 进 行 评 价。该 问 卷 共 分 为 基 础 操 作 技

能、专科操作技能、交际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护
理评估能力、分析解 决 问 题 能 力、主 动 服 务 意 识、团

队协作能力等９个项目，分别分为“优”、“良”、“中”、
“差”４个等级。

１．３．３　患者对护生的信任度　采用 自 行 设 计 的 问

卷［３］，让患者根 据 自 已 的 真 实 感 受 如 实 填 写。该 问

卷共分为生活护理、背部护理、雾化吸入、管路维护、

肌内注射、抽血、静脉输液、交流谈心等８个项目，包
括“愿意”、“可以”、“不愿意”３个选项。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用珚ｘ±ｓ表 示，采 用ｔ检 验；等 级 资 料 采 用 秩 和

检验。以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表 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的 比 较　研 究

组护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两组护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的比较（珔ｘ±ｓ，分）

项目 对照组 研究组 ｔ　 Ｐ

亲和效能 ２３．２９±３．２３　 ２６．７８±３．５２　 ２．９９８ ＜０．０１
自我印象 ２２．２２±３．０４　 ２５．５１±４．２９　 ２．９１２ ＜０．０１
利他效能 ２１．２５±２．８１　 ２４．９９±２．７６　 ２．８０３ ＜０．０１
沟通效能 ２２．３６±３．１１　 ２７．５３±３．２１　 ３．１５６ ＜０．０１
情绪控制 １９．０９±２．９７　 ２２．８５±２．５８　 ２．９６４ ＜０．０１
自我价值 ２１．２１±２．１２　 ２４．４７±２．７１　 ２．８８７ ＜０．０１
总分　　 １２９．４２±１７．２８　 １５２．１３±１９．０７　 ３．９９８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护生综合能力的比较　研 究 组 护 生 在 交

际沟通能力、自主学 习 能 力、护 理 评 估 能 力、分 析 解

决问题能力、主动服务意识、团队协作能力等７个方

面均优 于 对 照 组，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患者对两组护生信任度的比较　在背部护理、
雾化吸入、管路 维 护、肌 内 注 射、抽 血、静 脉 输 液、交

流谈心等７个项目上，患者对 研 究 组 护 生 的 信 任 度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
０．０１），见表３。

３　讨论

３．１　新的教学方式提高了护生的自 我 效 能 感　以

整体护理为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增强了护生临床实

习过程中 的 自 信 心，使 其 更 充 分 地 体 现 自 我 价 值。
有文献［４］报道，实 习 护 生 的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感 水 平 越

高，其护患沟 通 能 力 也 越 高。李 玲［５］、尚 少 梅［６］、顾

利慧等［７］的研究 结 果 显 示，护 士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水

平的高低可影响其个人成就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健

康、工作倦怠感和工 作 能 力。我 病 区 在 实 行 优 质 护

理服务示范工程过程中，在整体护理理念的指导下，
安排实习护生参与承包患者，护 生 在 全 面 照 顾 患 者

及完成各项护理措施的过程中系统接触了临床护理

知识与技能，不仅使护生最大 限 度 地 进 入 临 床 护 士

的角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 患 者 建 立 了 良 好 的 护

患关系，增强了患者对其的信任度，从而提高了护生

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如 表１所 示，研 究 组 护 生 人 际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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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效能感高于对照组，提示 其 沟 通 能 力 优 于 对 照

组护生，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使 护 生 在 临 床 实 习 中 自

我价值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使 其 有 成 就 感 而 使 工

作积极性更高。

表２　两组护生综合能力的比较（ｎ）

项　　目
对照组

优 良 中 差

研究组

优 良 中 差
Ｕ　 Ｐ

基础操作技能　　 ２５　 ２７　 ５　 ３　 ２７　 ２６　 ３　 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５
专科操作技能　　 ２４　 ２６　 ６　 ４　 ２４　 ２８　 ４　 ４　 ０．２１７ ＞０．０５
交际沟通能力　　 １８　 ３０　 ８　 ４　 ２７　 ３０　 ３　 ０　 ３．４３７ ＜０．０１
自主学习能力　　 １７　 ２８　 １３　 ２　 ２７　 ２２　 １０　 １　 ３．７８２ ＜０．０１
护理评估能力　　 １５　 ３０　 １２　 ３　 ２３　 ２５　 １０　 ２　 ２．３０２ ＜０．０５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１７　 ２６　 １４　 ３　 ２５　 ２７　 ６　 ２　 ２．３９９ ＜０．０５
主动服务意识　　 ８　 ３６　 １０　 ６　 １９　 ３１　 ９　 １　 ６．００６ ＜０．０１
团队协作能力　　 ９　 ３３　 １３　 ５　 １９　 ３１　 ８　 ２　 ５．８９６ ＜０．０１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１０　 ２８　 １８　 ４　 １８　 ３０　 １０　 ２　 ２．４２３ ＜０．０５

表３　患者对两组护生信任度的比较（ｎ）

项目
对照组

愿意 可以 不愿意

研究组

愿意 可以 不愿意
Ｕ　 Ｐ

生活护理 １５６　 １５３　 ３３　 １６１　 １５０　 ４０　 ０．２０４ ＞０．０５
背部护理 １４３　 １４８　 ５１　 １６６　 １６１　 ２４　 ２．３２６ ＜０．０５
雾化吸入 １４７　 １５２　 ４３　 ２１９　 １２２　 １０　 ４．８８５ ＜０．０１
管路维护 ６４　 １４２　 １３６　 ９８　 １７３　 ８０　 ２．８９３ ＜０．０１
肌内注射 ８８　 １８５　 ６９　 １１７　 ２０６　 ２８　 ６．０１６ ＜０．０１
抽血　　 ４６　 １４２　 １５４　 ９９　 １６３　 ８９　 ５．８８７ ＜０．０１
静脉穿刺 ３０　 １０６　 ２０６　 ７８　 ２００　 ７３　 ７．０９７ ＜０．０１
沟通交流 ４５　 １０８　 １８９　 １３３　 １４１　 ７７　 ７．１６４ ＜０．０１

３．２　新的教学 方 式 提 高 了 护 生 的 综 合 能 力　在 未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前，带教老师多以强化跟班的形

式使护生接 触 临 床 知 识，倾 向 于 功 能 制 护 理。在 这

种教学方式下，护生缺乏对疾病知识的整体了解，更

不能针对某个患者的整体治疗、护理甚至是心理等

方面进行全面了解，使临床知识显得更加抽象而不

易理解和学 习。开 展 优 质 护 理 服 务 后，临 床 工 作 强

调整体护理，而我病区也将教学工作与整体护理紧

密结合，运用 了 纵 向 教 学 方 式。由 于 整 体 护 理 特 有

的价值观和专业理念，护士应用护理程序的工作方

法，根据患者的 生 理、心 理 和 社 会 文 化 需 求，使 患 者

在住院期间能接受一个连续和协调的整体性护理，
改变了传统的功能制护理按照护理常规对患者进行

的间断性护理［８］。研究组护生在承包患者的学习过

程中，可全面了解患者的各种需求，更加系统地掌握

相关疾病的知识，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很好地结

合。有利于提 高 护 生 发 现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自 主 学

习和护理评估的能力，树立了护生的主动服务和团

队协作意识。

３．３　新的教 学 方 式 提 高 了 患 者 对 护 生 的 信 任 度　
以整体护理为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鼓励护生多接触

患者，而且由护生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全面负责患

者的所有护理任务，不仅增加了护生与患者的沟通

机会，加 深 了 彼 此 间 的 了 解；而 且 随 着 护 生 沟 通 能

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护理评

估能力的提高，使护生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提高了

患者对其各种操作和护理行为的认可，从而增强了

患者对护生的信任度。而良好的信任度是提高患者

满意度的有力保证。
综上所述，在 开 展 优 质 护 理 示 范 工 程 中 应 用 以

整体护理为基础的纵向教学方式有助于增强护生的

自我效能感，提高护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自主学

习及护理评估的能力，树立护生的主动服务和团队

协作意识，同时还增强了患者对护生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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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床垫。

１．２．２　评估方法

１．２．２．１　压疮危险评分　了解并记录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质 量、身 高、全 身 营 养 状 况 及 手 术 时 间 等。
采用 Ｗａｔｅｒ－ｌｏｗ’ｓ压 疮 危 险 因 素 评 估 表 评 估 患 者，
年龄大，全身营养状况差及手 术 时 间 长 的 患 者 发 生

压疮的可能性越大［２］。

１．２．２．２　压疮评定标准　压疮的发生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依 据 损 伤 程 度 可 分 为 三 期。（１）淤 血 红 润

期，又称Ⅰ度压疮。主 要 为 受 压 部 位 的 皮 肤 出 现 暂

时性血液循环障碍；主要表现为受压部位的皮肤呈暗

红色。判断标准为解除对该部位的压力３０ｍｉｎ后，皮
肤颜色仍不能恢复正常。（２）炎性侵润期，又称Ⅱ度

压疮。受损皮肤呈紫红色，皮下有硬结，水泡。（３）溃

疡期，又称Ⅲ度压疮，为压疮的严重期［３］。观察并记

录术中压疮发生的例数、程度及手术时间等。

１．３　统 计 学 处 理　采 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和 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２０００统计软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计 数 资 料 采 用χ

２ 检

验，以 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表 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２　结果

观察组１００例患者中无一例发生压疮；对照 组

１００例患 者 中，发 生Ⅰ度 压 疮 者５例，Ⅱ度 压 疮 者

１例。观察组患者的压疮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计学意义（χ
２＝６．１９，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术中压疮的发生是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首要原因是患者 的 自 身 因 素，肝 门 部 胆 癌 是 一

个消化腺的疾病，患者全身营养状况情况差，存在不

同程度的低蛋白、黄疸、消瘦、体质较弱等，致皮肤弹

性降低，增加了压疮发生的危险。其次为外部因素，
局部压力是急性压疮的主要 因 素，并 与 手 术 持 续 时

间的长短有着密切关系，患者身体组织受压过久，长
时间受潮湿以 及 急 性 应 激 的 压 力 增 高 等［４］，使 原 本

缺少脂肪保护的骶尾部在腹部肌肉完全松驰情况下

长时间地承受压力而不能动，致 局 部 组 织 供 血 减 少

而发生红肿、硬结及 水 泡 等。对 全 身 麻 醉 手 术 时 间

不能动的患者，术中必须采取 相 应 护 理 措 施 来 预 防

术中高危人群急性压疮的发生。凝胶果冻垫和凝胶

果冻圈材质非常柔软，可随着 患 者 受 压 部 位 移 动 而

变形，对 受 压 部 位 有 一 定 的 减 压 及 按 摩 功 能。研

究［５］发现，使用凝 胶 果 冻 垫 确 实 能 有 效 减 少 手 术 患

者卧床时对严重受压部位的平均压强峰值及严重受

压部位面积大小。而且凝胶果冻垫每次使用后可用

消毒水消毒反复使 用，防 止 了 交 叉 感 染 的 发 生。而

常规使用的海绵床垫不够柔软，有一定使用寿命，若
长久使用则弹性下降，海绵垫 使 用 时 其 局 部 易 形 成

凹陷，不能起到预防压疮的作用，造成患者局部皮肤

组织淤血，导致压疮 发 生。观 察 组 患 者 术 中 使 用 凝

胶果冻垫及凝胶果冻圈，而对 照 组 采 用 常 规 海 绵 床

垫，两组患者的压疮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由此可见，术中使用凝胶果冻垫和凝胶果冻

圈能有效避免压疮的发生，同 时 减 轻 了 患 者 的 痛 苦

及经济负担。通过术 前 对 患 者 全 面 而 详 细 评 估，针

对患者情况制订预防计划，并 选 用 合 理 的 体 位 保 护

垫能有效地降低术中患者身体受压力［６］。护理人员

应提高对压疮问题的重视，提高防范意识，采用有效

方法以避免或减少术中高危 患 者 急 性 压 疮 的 发 生，
缩短患者的住院周期，减轻其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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