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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进行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中,通过采用护士分层的方式,探究实际应用效果。方法：本

案例选择的是某医院的100名护士,依靠随机的方式,将其分别分入常规组和护理组里面,每组各为50人,

常规组护士全部按照以往采用传统管理模式,而护理组采用分层管理的方式。一段时间后,对两组护士的

能力、护理工作质量以及医生和病患的满意度展开对比。结果：经过对比能够发现,护理组的护士在能

力、护理工作质量以及医生和病患的满意度方面均比常规组的护士要高,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P<0.05)。

结论：在进行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中,通过采用护士分层的方式,可以促使护士们的工作能力和护理质量

得到明显提升,同时还能得到医生和病患们更高的满意度。 

[关键词] 护士分层管理；妇产科护理；管理工作；实际应用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e Stratified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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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nursing management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urse stratification. Methods: In this case, 100 nurses from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nursing group, with 50 nurses in each group. All the 

nurse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while the nursing group used th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the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es,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rough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urses in the management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in terms of 

ability,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and satisfaction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the difference meets the statistical 

requirements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adoption of 

nurse stratification can promote nurses' work ability and nursing quality, and also can obtain higher satisfaction 

from doctors and patients. 

[Key words] stratified management of nurse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anagement;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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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些年中,伴随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社会对医护

人员的能力要求有所提升。妇产科的工作内容十分复杂,涉及多

个方面,且有着较高的风险系数,但凡出现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为了提高护士们的能力水平,医院就可以尝试采

用分层管理的方式,在帮助护士提升主动性的同时,还能让其自

我价值得到实现。具体操作内容如本文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案例选择的是某医院100名护士,依靠随机

的方式,将其分别分入常规组和护理组里面,每组各为50人。其

中,常规组的男性人数为19,女性人数为31,年龄范围是22到45

岁,平均年龄是(35.1±3.4)岁；护理组的男性人数为12,女性人

数为38,年龄范围是20到44岁,平均年龄时(35.6±3.8)岁。两组

护士在年龄、学历以及职称方面没有任何显著区别,不满足统计

学要求(P＞0.05),能够进行对比。 

1.2护理方法。常规组护士全部按照以往采用传统管理模式,

而护理组采用分层管理的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1.2.1层级职责。在层级护理管理正式开始之前,首要工作



基础医学理论研究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705-1102(P) / 2705-111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7 

Basic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便是对符合护理的制度、常规内容、操作标准、流程展开优化,

以此给层级管理提供全新考核标准,促使层级管理变得更具规

范性和标准性。通常来说,岗位可以设置为四个层级,主要从基

础知识、操作水平、教学能力以及科研四个方面入手。 

N1助理护士为最低层级,职称为护士,工作时长不超过三年,

学历至少为中专。岗位标准为熟知护理的相关知识,掌握基础技

能,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护理工作,熟知妇产科工作的

各方面流程。 

N2初级护士为第二层级,职称为护士或者护师,工作时长超

过三年,学历至少为中专。岗位标准为熟知护理的相关知识,掌

握基础技能,可以独立完成护理工作,熟悉重症病患的救急方案,

同时也能参与带教工作。 

N3高级护士为第三层级,职称为护师或者主管护师,工作时

长超过五年,学历至少为中专。岗位标准为熟知护理的相关知识,

掌握基础技能,具备重症病患的救急操作和技术能力,可以独立

应对突发状况和各班岗位工作,也能临床带教,业余时间还要参

与查房和论文撰写。 

N4专科护士为最高层级,职称为主管护师或者主任护师,工

作时长超过十年,学历至少为中专。岗位标准为熟知护理的相关

知识,掌握基础技能,具备重症病患的救急操作和技术能力,懂

得组织协调和专科会诊,能够指导年轻护士完成护理工作,也能

临床带教,业余时间还要参与科研、论文撰写以及病区管理。 

1.2.2划分小组。在病区里面,护士长为1人,责任护士为4

人。将护士分成四个综合实力相近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专科护士

担任组长,各班组长和组员的搭配完全固定,采用8h工作和24负

责的基本制度,确保所有工作都有着连续性。N2护士的责任是对

一些病情相对较轻的病患展开护理,N3护士主要对年轻护士展

开教育,并对病情较重的病患展开护理。每一个层级的护士都要

对病患展开定期观察和护理,并开展健康教育,尽可能为其提供

更多优质的服务内容。 

1.2.3培训活动。基于妇产科日常工作的基本特点制定具体

的培训方案,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对护士们进行培训,也就是上级

培养下级,护士长培训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培训责任护士,责任

护士培训助理护士,逐步实现“传帮带”的目标。一段时间后,

护理部需要对培训的实际效果展开检查,做出评价,了解反馈情

况,并采用PDCA循环的方式,不断优化培训方案,继而在细节方

面改进。如此,培训的质量自然会持续提高。 

总的来说,培训内容包括两部分,分别是理论和技能。理论

主要是对岗位的职责、护理知识、核心制度以及流程方面进行

讲解。而技能方面又分为基础技能和专科技能,基础技能包含吸

氧、导尿等,而专科技能包括护理评价、宫颈上药、产程观察等。 

1.3观察指标。 

1.3.1护士能力。参照现阶段妇产科护士考核工作的基本方

案,对每个月和每个季度考核的结果展开统计,从临床能力和带

教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价。 

1.3.2护士护理工作质量。参照医院评审标准里面对护理质

量提出的相关要求,以此制定专门的考核方案,每隔一段时间,

由质控人员进行考核,具体包含知识水平、基础护理、应急管理、

安全护理以及感染管理。 

1.3.3医生和病患的满意度。依靠医院内部制定的满意度评

价方案,向医生和病患发放,让其填写。3日之后,由护理部安排

工作人员及时展开回收。 

1.4统计学方法。本次案例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并

使用χ2检验模式,同时P<0.05,因此本次案例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护士能力对比。在护理工作结束之后,经过评分能够得

知,常规组的50人在指导能力方面,学生评分为85.72±1.43,部

门评分为88.72±1.46,临床能力方面,理论分数为88.03±2.22,

操作分数为85.93±2.22；而护理组的50人在指导能力方面,学

生评分为90.43±1.22,部门评分为93.94±1.37,临床能力方面,

理论分数为96.53±2.31,操作分数为94.53±2.31。显然,护理组

的整体表现更好,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P<0.05),细内容如下。 

两组护士的能力对比 

小组 人

数

指导能力 临床能力

学生评分 部门评分 理论分数 操作分数

常规组 50 85.72±1.43 88.72±1.46 88.03±2.22 85.93±2.22

护理组 50 90.43±1.22 93.94±1.37 96.53±2.31 94.53±2.31

P - ＜0.05 ＜0.05 ＜0.05 ＜0.05
 

2.2护士护理工作质量对比。在护理工作结束之后,经过评

分能够得知,常规组的50人的知识水平为86.36±3.43,基础护

理为88.88±3.81,安全护理为88.67±3.42,应急管理为89.42

±2.55,感染管理为89.88±1.59；而护理组的50人的知识水平

为95.90±3.32,基础护理为97.38±3.86,安全护理为95.18±

3.50,应急管理为97.63±2.26,感染管理为97.38±1.79。由此

看出,护理组的整体分数明显更高,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

(P<0.05),详细内容如下。 

两组护士护理工作质量的对比 

小组 人数 知识水平 基础护理 安全护理 应急管理 感染管理

常规

组

50 86.36±

3.43

88.88±

3.81

88.67±

3.42

89.42±

2.55

89.88±

1.59

护理

组

50 95.90±

3.32

97.38±

3.86

95.18±

3.50

97.63±

2.26

97.38±

1.79

P - ＜0.05 ＜0.05 ＜0.05 ＜0.05 ＜0.05
 

2.3医生和病患的满意度对比。在护理工作结束之后,对比

两组的满意度水平能够了解,常规组190名医生的满意率达到了

89.43%,202名病患的满意度达到了84.59%；护理组198名医生的

满意率达到了97.47%,217名病患的满意度达到了97.23%。显然,

护理组护士得到的满意度更高,差异符合统计学要求(P<0.05),

详细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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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医生和病患的满意度对比 

小组 医生 病患

人数 满意率 人数 满意率

常规组 190 89.43% 202 84.59%

护理组 198 97.47% 217 97.2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妇产科的主要病患是产妇,他们有很高的并发症或事故风

险。在临床实践中,他们属于高危科室,因此需要做好护理工作。

传统护理管理存在诸多缺陷,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现

护理价值。为有效开展临床护理和分级管理模式可以让护士在

临床实践中根据个人护理能力和护理专业知识开展临床护理,

更充分地利用临床护理资源。科学的护理有利于护理管理行为

和服务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可以使护士开展的每一

项服务和护理操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以培养护士科学严

谨的工作态度。作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优质护

理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力推广。优质护理服务的核心内涵

是责任护士实施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可以增强医院的活力,是

改善服务的突破口,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护士分级管理

制度可以加强医院护理团队的科学管理,落实整体护理责任,调

动护士积极性,建立健全护士岗位管理。医院护理人员根据能

力、工作年限、教育背景等划分为不同级别；不同级别的护士

应适当匹配,并将责任分配给每个人。分配不同级别护士的工作

职责,以实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制定护士分层培训方案,实

施护士分层培训考核制度,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和岗位能力,

保障医院各级护理岗位人才需求,制定各级护理人员晋升和标

准。改进绩效考核,在医院和科室实行双重绩效考核管理。 

3.1通过分层管理提升护士能力。妇产科对所有护士的能力

有着较高要求,除了要具备优良的心理素质和沟通水平,还要有

着扎实的知识基础,具备较强的基本技能,从而能够促使护理工

作顺利开展。通过采用分层管理的模式,就能将护士长带动新护

士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并完成相应的指导工作,促使低层护士

的能力水平持续提升,逐步获得更高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同时,

低层的护士也能了解自身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积极展开学习,

具备优良的职业态度,实现自身的个人价值。不仅如此,高层的

护士通过对他人展开指导之后,也能使得自身学习主动性提升,

通过持续沟通和交流就能认识到自身能力层面的不足,从而能

够在业余时间想办法弥补,逐步让自身能力得到优化。长此以往,

整个医院就会形成良好的内部氛围,所有人员都有着较强的协

作能力,在重大任务出现时,大家都能一同参与其中,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进而促使整个部门的护理水平上升一个台阶。 

3.2提升病患和医生的满意度。医院在采用分层管理的模式

之后,就能让各级护士专门制定自身的发展目标,促使自身的主

动意识得到提高,并拥有宽广的发展空间,逐步激发自身潜在的

工作激情,有助于自身形成优良的职业素养。除此之外,分层护理

还能促使整个科室的控制系统得到优化,促使护士们有更多的机

会展开交流,像是和医生展开交流,明确对方的工作需求,从而双

方能够更好地进行配合。同时,护士也能和病患展开交流,了解其

现阶段的真实情况,从而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为其提供帮助。如此

一来,医生对于身边的护理人员就会产生更多信任,从而提高满

意度。同时,病患也会和护士的关系得到促进,双方变得更为亲近,

进而也会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4 总结 

综上所述,妇产科的工作十分复杂,直接与病患的生命安全

存在联系。因此,护士们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其中,分层

管理就是最为有效的一类方式。通过对护士展开有效管理,就能

帮助其不断提升能力,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以后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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