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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模式的转变，

人们对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护理质量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对疾病的护理，包含的范围更加广

泛了，包括护理人员的专业形象、对患者生命质

量的提高和护理工作的成效．护理质量的提高被

列为护理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护理单

元是指提供护理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提高护理质

量的主体也是评价考核的基本单位．很多医院都

采用分护理单元定期考核的方式来提高护理质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是每个病区的患者都有不

同的情况需要的护理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导致

了护理单元之间的差异性，因此护理单元整体考

核对提高护理质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我

院采用护理单元内分组考核的方法来提高护理单

元的整体的护理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陆良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划为一个护理单

元，选取 2012 月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数据为分

组考核实施前的数据，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的数据为分组考核实施后的数据．呼吸内科现

有护理人员共 16 名 （全部为女性），年龄 22～51

岁，学历：中专 4 名，专科 8 名，本科 4 名．

1.2 分组考核方法

1.2.1 护理单元内分组 将 16 名护理人员采用分

层分组的方式分为四组，每组各 4 名，其中 1 名

组长，由年资较高，绩效考核分数一直较高的护

理人员担任，其余 3 名为组员．

1.2.2 考核方法 采用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个人考核的分数的平均值为团队考核

分数，将四组的团队考核分数进行排名，第一名

的团队组员的个人考核每人加 10 分，第二名的团

队组员的个人考核分数每人加 5 分，第三名的团

队组员个人考核分数每人加 1 分，最后一名的团

队不加分．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特级和一级护

理病人的基础护理、病人需求、消毒隔离、急救

物品管理、护理技术操作、护理记录、护理表格、

毒麻药品管理、病人健康教育、皮肤护理以及病

房的综合管理 [3]．所有项目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

个人考核分数占 100 分，团队考核分数为额外的

10 分，总分数为个人最后的绩效分数．护理单元

的整体考核分数为所有个人考核分数的平均值．

1.3 评价方法

评价整个护理单元护理质量的提高情况，统计

措施实施前后个人考核分数的合格情况，＜85 分

的视为不及格，≥85 分＜90 分的为合格，≥90

分＜95 分的为良好，≥95 分的记为优秀；调查实

施措施前后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对护理的满

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软件进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率表示，χ2 检验，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施分组考核制前后 1 a 整体评分和整体护

理质量合格率

统计分析实施分组考核制前后 1 a 共 24 次结

果，发现所考核 16 人 11 项指标 （即：基础护理、

病人需求、消毒隔离、急救物品管理、护理技术

操作、护理记录、护理表格、毒麻药品管理、病人

健康教育、皮肤护理以及病房的综合管理等） 其

整体评分在分组考核制前整体 85 分以上者 13 人，



项 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合格 13（81.25） 15（93.75）*

不合格 3（18.75） 1（6.25）*

合计 16（100.00） 1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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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整体合格人数为 13 人，占 81.25％，85 分以下

者 3 人，即不合格人数 3 人，占 18.75％；实施考

核后整体 85 分以上者 15 人，即整体合格人数 15

人，占 93.75％，整体 85 分以下 1 人，即不合格 1

人，占 6.25％，见表 1；且 ＜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实施分组考核制对整体护理评分和

护理质量高于实施前．

2.2 措施实施分组考核制前后 1 a 患者住院时间

和满意度

2012 年 1～12 月陆良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共

收治患者 1 873 名，2013 年 1～12 月陆良县人民医

院呼吸内科共收治患者 2016 名．实施分组考核制

后，患者的住院时间缩短 （2012 年平均住院天数

为 9.14 d，2013 年平均住院天数为 8.74 d），满意

度 （2012 年满意度调查平均为 91.69%，2013 年满

意度调查平均为 97.27%） 均有提高，见表 2．

表 1 实施分组考核制前后 1 a 整体护理质量合格率比较

［n （%）］

与实施前比较，* ＜0.05.

项 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平均住院时间 （d） 9.14 8.74

满意度 （%） 91.69 97.27

表 2 措施实施分组考核制前后 1 a 患者住院时间和满意度

3 讨论

随着人们对护理质量要求的提高，对护理质量

的合理考核已经成为护理管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传统的护理质量管理通常是管理者制定各项规章制

度和考核项目，护理人员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然

后根据个人的表现来考核个人的护理质量，这种方

法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护理人

员没有受到激励[4]．在本次分析中，我们首次把团

队的考核分数加入到个人的考核分数中，拟团队效

应来提高个人的护理质量．从本次分析的结果可以

看出，该措施实施以后，护士个人的护理合格率明

显升高，整个护理单元的护理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说明护理单元内分组考核制度能够更好的提高护理

质量．传统的方法长期以来，容易导致护理人员产

生一定的心理惰性，参与意识也逐渐下降，不能够

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不能够被完

全的调动[5]．但是护理单元内分组考核制度并将其

计入个人考核，使自己的表现与团队成员的表现

联系在一起，自己的工作质量也能够影响到团队

成员的得分，激发护理人员的荣誉感，提高护理

人员的团队协作精神，从而更好更高质量的完成

自己的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护理质量．在原来

绩效考核的基础上，采取护理单元内分组考核的

制度，能够使护理人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使得

更多的有创新性的工作建议被提出，更有利于工

作质量的提高．陆良县人民医院开展护理单元内

分组考核的管理方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坚持以病

人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理念，在该措施的实施过程

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病人满意的重要性，应成

为我们工作的终极目标，充分发挥护理人员的聪

明才智，这才是做好护理管理提高护理质量的前

提条件和基础．在实施过程中，笔者还应该注意

一下几点： （1） 注重优质护理和整体护理，明确

护理单元护理的主要目标； （2） 开展业务的培

训，从多方面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护理技

能； （3） 小组内要养成自己发现问题并探索解决

问题的方法，培养自主工作的态度；（4）管理人员

在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和不足，并加

以及时解决.

综上所述，在护理质量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开展护理单元内分组考核的制度能够提高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考核的合格率，能够提高护理单元的

整体护理质量，对于患者来说，能够减少住院时

间，减少患者的心理问题，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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