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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Ｓ管理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邵　军　刘永闯　李甜甜　张永浩　王　杰　孔　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济宁２７２０２９）

　　摘　要　目的　探讨８Ｓ管理模式在心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８Ｓ管理模式应用在心内科
病房，应用前后比较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得分和住院患者满意度得分。结果　应用后８Ｓ管理后心内科病房的护
理服务质量水平得分（９１．６６±４．７２），高于应用前得分（７９．３１±５．７４）（ｔ＝１３．８９，Ｐ＜０．０５）；应用后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水平（０．９１±０．３２）显著高于应用前（０．７５±０．４１）（ｔ＝３．７９，Ｐ＜０．０５）。结论　心内科病房实施８Ｓ
管理模式可以提高病房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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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质量是医院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质
量评价是护理质量管理的中心环节，心内科收治的

患者数量多、年龄普遍偏大，且因心血管疾病导致

病情发展迅速，死亡率较高，护理管理难度较其他

科室更高，对护理人员的素质有很严格的要求，同

时对护理管理质量的要求也非常的高［１］。８Ｓ（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学习、节约）管理

最初是一种企业管理模式，是推行精益工作的基

础，也是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最为直接和

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近几年该管理模式被逐渐应用

到医院管理中，对降低医院管理成本与提高综合管

理水平、竞争能力及员工素养有积极作用［２３］。但

关于８Ｓ管理模式对护理管理质量的效果进行评价
研究较少，尚且缺乏该模式在心内科应用的效果分

析。因此，本研究以优质护理服务质量、住院患者

满意度两大方面为评价指标，对８Ｓ管理模式在心
内科病房护理管理中应用前后的效果进行分析，并

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开始实施８Ｓ管理为时间点，将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日－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未应用８Ｓ管理期间抽取
的６００名患者设为对照组；将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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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应用８Ｓ管理期间抽取的６００名
患者作为观察组。纳入标准：患者神志清、无沟通

障碍，能够配合调查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处于急性期的患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居住

地、心功能、病程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均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性别
（男／女） 年龄

居住地 心功能 病程／年
城镇 农村 Ⅰ／ⅡⅢ／Ⅳ ＜３ ３～５ ＞５

对照组６００ ３４２／２５８ ５２．３±１８．５２７６ ３２４ ２２１ ３７９ １０５ ３１４ １８１

观察组６００ ３６５／２３５ ５１．９±２０．１３０６ ２９４ ２０２ ３９８ １２３ ３２０ １５７

χ２／ｔ １．８２１ ３．３６２ ３．００３ １．３１８ ３．１２８

Ｐ ０．１７７ ０．３７５ ０．０８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０４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８Ｓ管理应用前　科室按照常规的管理方
式，无任何特殊的要求。

１．２．２　８Ｓ管理应用后　１）成立 ８Ｓ管理工作小
组。首先在科室内成立８Ｓ工作小组，由护士长任
组长，质控护士为负责人，制定实施方案，对科室护

理人员进行８Ｓ管理模式相关知识培训。２）制定
８Ｓ管理模式检查表。护士长每天巡视病房的工作
由原来的单一化检查，变成现在的多方面全方位的

检查，观察每位责任护士是否将８Ｓ管理落实到位；
为确保８Ｓ管理工作稳步进行，护士长利用每天晨
会或每周例会，对于相关制度进行提问。３）具体
实施步骤：①整理、整顿。主要包括加床和库房两
大方面。为了避免加床之后整个病室显得杂乱无

章，每张加床配备两个储物箱，分别放换洗的衣服

和事物药品等，床头配置一把床头鮇，通过对加床

的整顿，为患者提供整洁、舒适的病房环境，进而提

高患者服务质量；对于库房，所有物品按类放置，建

立储物架，并且打印好标签，在寻找物品时候能够

及时找到，对于存在有效期的物品，按照时间先后

的原则放置，检查从左至右，右前向后的放置原则，

避免过期物品的出现。②清扫、清洁。要求陪诊人
员原则上只能一个，同时在病室内严格要求，床头

桌上只能放置水杯和卫生纸，床下放置洗涮的生活

用品，床上不能放置杂物，全科室内要求病员服穿

戴整齐；要求护理人员规范心电监护仪、除颤仪、心

电图机、微量泵等仪器设备的盘线方法，坚持“快、

美、好”的原则，即仪器设备取用方便，置于储物架

显得美观，并保持仪器设备始终完好，使其随时处

于备用状态，以便紧急情况下迅速有效地保证患

者［４］；③规范、素养。员工的素养是保证护理工作
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理念

的前提和基础，将制度和规范内化为护理人员的素

养，培养护理人员自我管理意识。护士长与科室人

员共同完善科室管理制度，人人参与质控，所有仪

器定期保养，专人管理，保证科室各方面均处于无

缝隙化管理状态。

１．３　效果评价
１．３．１　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评价　采用本院制定
的《优质护理服务质量评价表》对８Ｓ应用前、应用
后对心内科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表

满分为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对护士护理
服务质量的评价越高，得分越低说明患者对护士护

理服务质量的认可度较低。

１．３．２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水平评价　本文采
用本院制定的《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调查内

容包含治疗操作、了解观察、生活照顾、尊重体贴、

讲解指导和康复锻炼 ６个维度，每个条目分别有
“是”、“不是”和“不涉及”３个答案，满意水平 ＝
“是”的条目数／（“是”的条目数 ＋“不是”的条目
数），得分越高满意水平越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

数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理服务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比较
见表２。

表２　两组间护理服务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水平比较（珋ｘ±ｓ）

分组 ｎ 分级护理 专科护理 健康教育 病情掌握 护理服务质量水平 患者满意度水平

对照组 ６００ ９．２３±２．３８ ２１．３３±２．３５ ２５．６３±３．４５ ２３．１２±３．５６ ７９．３１±５．７４ ０．７５±０．４１

观察组 ６００ １１．３６±１．０２ ２４．４５±１．５３ ２７．３３±１．０２ ２８．５２±１．１３ ９１．６６±４．７２ ０．９１±０．３２

ｔ ４．２０ ６．２５ ３．２４ ３８．５０ １３．８９ ３．７９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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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３．１　应用８Ｓ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心内科整体护理
服务质量水平

有关研究将８Ｓ管理模式在护理实训室管理中
进行应用，结果显示８Ｓ管理模式可缩短实训用物
准备时间、减少相关问题发生率，提高实验员素质，

增加学生的满意度［４６］。此外，叶利军等［７］研究显

示，８Ｓ管理还能促进了库房的标准化管理，表明８Ｓ
管理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企业的管理，在医疗卫生管

理行业依然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心内科患者以

老年人偏多，病种多，病情变化快，除对症治疗外，

护理干预及服务的配合尤为重要。本文从患者角

度考虑，对心内科护理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结果显

示，在心内科应用８Ｓ管理模式后护理服务质量在
基础护理、分级护理、健康教育以及病情掌握上均

比应用８Ｓ管理模式前有改善，８Ｓ管理模式的核心
内容是“素养”，说明在８Ｓ管理模式下，护理人员
会不断对自身护理技能和综合素质进行强化，其工

作态度也更加积极，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增强

行动能力，因此患者对整体护理服务质量评价也相

对提高。研究表明实施８Ｓ管理模式是一种工作持
续改进过程，通过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将ＰＤＣＡ循
环应用在整个护理管理过程中，从而使得科室管理

更加规范化、科学化［８］，基于此，护理管理者应熟

练掌握该模式应用要领，在推广应用过程中通过发

现问题，然后持续进行整改，促进科室工作不断向

前发展。

３．２　应用８Ｓ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心内科住院患者
满意度水平

患者满意度是评价护理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加强护理质量管理提高患者服务满意度是护理管

理的中心任务。本文采用本院护理部制定的《住

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表》，主要包括：治疗操作、了解

观察、生活照顾、尊重体贴、讲解指导和康复锻炼六

大方面，由此可见，满意度调查内容除了涉及护士

治疗操作及基础护理等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护理服

务态度及健康宣教上。本文结果显示应用８Ｓ管理
模式能够提高心内科住院患者满意度水平，分析原

因，可能由于８Ｓ管理模式下的护理人员对自身要
求提高，贯彻优质护理服务内涵，真正做到“以患

者为中心”，将健康教育融入治疗护理过程中，为

患者提供更为便捷、高效、人性化的服务，进而极大

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水平［９１０］。

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抽样人

群局限于同所医院的心内科室，不能代表心内科所

有患者，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讨。其

次，本文仅对住院患者满意度总分进行统计分析，

并未进一步分析应用前后各维度改善情况，后续可

对此继续深入研究，从而方便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

的护理服务，不断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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