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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护理小组干预在提升老年
护理质量中的实践模式研究

何碧梅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目的:分析在提升老年护理质量中专科护理小组干预的实践模式。方法:以 20 1 9 年 5 月至 202 1 年 1 月期间的 100 例
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干预分为两组(各组 50 例)。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对比组,同时采取专科护理小组干预实验组。比
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总满意率。结果:两组对比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总满意率等数据后实验组更具优势(P <0.05)。结论:针
对老年患者实施专科护理小组干预效果显著,可减少各种不良事件,提升患者满意率和护理质量,可做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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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且老年人人口数量呈
逐年增长趋势[1]。而由于临床老龄患者护理需求日益多样化,
多数管理者以提升老年护理质量为重点追求目标[2]。但由于
老龄患者明显增多,在对此类患者进行护理期间,尚缺乏可行
性措施和针对性研究,所以导致老年护理质量始终较为低
下[3]。因此本文以 20 1 9 年 5 月至 202 1 年 1 月期间的 100 例老
年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干预分为两组(各组 50 例),即探
讨了在提升老年护理质量中专科护理小组干预的实践模式,现
做下述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以 100 例老年患者为例,时间为 20 1 9 年 5 月
至 202 1 年 1 月,将 100 例按照不同干预分为两组(各组 50
例)。两组各项信息经统计软件处理:实验组病例统计性别比、
年龄(区间 6 1~82 岁)均值分别为 25/25、(73.2±2.4)岁,对比
组病例统计性别比、年龄(区间 62~83 岁)均值分别为 2 6/24、
(72.3±3.1)岁,对比两组病例各项资料数据,显示无较大差
异,可研究对比,且 P 值>0.05。

1.2 方法
1.2.1 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对比组 涉及病情宣教、心理

和用药指导、日常生活护理等。
1.2.2 采取专科护理小组干预实验组 具体为:
1.2.2.1 组建专科护理小组 由外科病区联络护士、辅

助护士、擅长科研护士、康复科护士、中医专科护士、老年专科
护士、护理部主任等共同构建专科护理组。

1.2.2.2 建立管理体系 由医联体分院、专科护理小组
(包括手术、压力损伤、呼吸、糖尿病、高血压等专科小组)、联合
医务科、护理部等共同组建管理体系。

1.2.2.3 培养专业人才 对小组全体成员依据《老年专
科护士临床培训目标和能力要求》实施规范化培训,包括技能
和理论两部分,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1.2.2.4 多元化宣教 采取床边宣教指导、宣传视频、手
册等,在各病区对患者实施宣教,借助义诊活动、微信公众号等
开展多元化宣教。

1.2.2.5 创新管理模式 应用 PDCA 活动、品管圈等对
患者实施管理,采取社区-医联体分院-医院等连续性、综合
性护理模式,涉及应急处置、心理疏导、用药指导、疾病宣教等
护理内容。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总满意率
(工具为自制调查问卷,评估结果分值 100 分,分为不满意、一
般满意、满意等三个选项。)。

1.4 分析数据 文中数据由统计人员处理分析并得出结
论,工具为 SPSS 22.0 软件,计量、计数等结果资料用χ2、t 检
验差异大小,分别用(x±s)和%表示结果,当 P <0.05 时,统
计显示差异明显较大。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如表 1 中所示,两组对
比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数据后,实验组更具优势(P<0.05)。

2.2 对比两组总满意率 如表 2 中所示,两组对比总满
意率的数据后,实验组更具优势(P<0.05)。

3 讨论
由于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近几年临床上老年患者显著增

多,由于此类患者存在相应的生理指标改变,如生活能力衰退、
听觉减退、视力降低、感知觉降低,加之各种并发症和慢性病易
发、突发等影响,所以临床护理和治疗面临了较大的难度。目
前针对老年患者的护理,以无法满足其实际临床、心理、生理等
需求,加之护理不到位、沟通不和谐等,所以导致老年护理质量
始终较为低下[4]。而通过对老年患者采取专科护理小组进行
干预,则可实现老年护理的标准化、职能化、专科化,以有效提
升老年护理质量。此种护理小组可由病区辅助护士、专科护理
小组、护理部等共同组建,全体组员均接受有效的培训和指导,
所以小组成员的综合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能确保为患者提供
更科学、高效的护理服务,进一步减少不良事件,保障老年患者
诊疗安全[5]。本文结果显示,两组对比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总满
意率等数据后实验组更具优势(P <0.05)。可见,针对老年患
者实施专科护理小组干预发挥着极大优势和作用。

表 1 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例(%)]

组别 n
肺部
感染

跌倒
压力性
损伤

发生率
(%)

实验组 50 1 1 1 3(6.0%)*

对比组 50 3 4 4 1 1(22.0%)
  注:与对比组相比,*P<0.05。

表 2 对比两组总满意率[例(%)]

组别 n 不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率
(%)

实验组 50 2 32 1 6 48(96.0%)*

对比组 50 9 2 6 1 5 41(82.0%)
  注:与对比组相比,*P<0.05。

综上,针对老年患者实施专科护理小组干预效果显著,可
减少各种不良事件,提升患者满意率和护理质量,可做进一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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