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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人性化管理对护理人员工作情绪%睡眠质量及专业水平的影响

李
!

静.

!熊吉碧;

#

"

.4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儿科
!

8/.0;/

&

;4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护理部
!

8/.00.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人性化护理管理对护理工作者护理情绪%睡眠质量及专业技能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取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医院
:/

例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根据护理工作者

的自身特点给予个性化管理!对比两组患者工作情绪%睡眠质量%专业技能水平$结果
!

实施护理管理前两组紧张
'

焦虑%抑郁
'

沮

丧%愤怒
'

敌意%有力
'

好动%疲劳
'

惰性%困惑
'

迷茫情绪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具有可比性&而实施护理管理后观

察组以上指标评分较实施前明显改善!均优于对照组&实施护理管理后观察组睡眠质量评分明显优于管理前和对照组&在管理方

案实施前!两组护理人员专业技能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实施管理方案后观察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用药观

察%协调管理%健康教育%慎独修养%自我完善%改革创新各项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

人性化管理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中

工作情绪%睡眠质量及专业技能水平$

关键词"工作情绪&

!

人性化管理&

!

睡眠质量&

!

专业技能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3855

"

;/.-

#

.3';30/'/0

!!

护理服务质量是改善医疗质量的重点核心#护理人员工作

状态*专业技能是影响护理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

.';

(

)护理人

员长期日夜颠倒的工作状态#容易影响患者睡眠质量)护理工

作管理是影响护理人员的工作情绪*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优秀的护理管理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热情#同时配合专业

指导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

0

(

)人性化护理管理是

指针对各科室*护理人员自身特点实施个体化的护理管理方

案#是目前管理学的热点问题#本研究探讨人性化护理管理方

案在护理人员的临床运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工作的
:/

例护

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0/

例)观

察组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55

岁#平均$

0.4:V.4:

%岁&对

照组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55

岁#平均$

0.4:V.4-

%岁&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

对照组护理人员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根据科室需

要进行常规护理排班#根据科室具体情况进行常规护理培训及

教育)观察组护理人员采用人性化护理管理#$

.

%工作分配!首

先全面评估护理自身特点#评估护理人员兴趣*爱好#总结护理

人员的个性特点#根据护理人员特点进行细致的护理工作分

配)$

;

%护理培训!评估护理人员技能特点进行全面的技能评

估#根据护理人员需求进行个体化的技能培训#采用多种培训

方式包括老带新*视频教学等方式帮助护理人员进行技能的提

+

/0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高)$

0

%心理指导!护理工作特点容易导致护理人员出现心理

障碍#根据护理人员需要进行定期心理护理干预#疏导护理人

员心理不良情绪)

$4'

!

观察指标
!

采用相应的评分量表对以下项目进行评分!

$

.

%护理工作情绪#采用简明心境量表$

,XWP

%问卷#包括
:

个

分量表#共有
:5

个描述不同情绪的形容词#根据受试者要素评

价患者不良情绪)$

;

%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P̂ T

%进行护理质量评价#该量表由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

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使用*日间功能
-

个维

度
;0

个项目组成#

$

-

分为睡眠障碍#总分
/

!

;.

分#得分越

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0

%护理技能评价#包括专业知识*操

作技能*用药观察*抢救配合*协调管理*健康教育*慎独修养*

自我完善*改革创新*护理满意度#每项总分
.//

分)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4/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IV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护理人员工作情绪比较
!

实施护理管理前两组紧

张
'

焦虑*抑郁
'

沮丧*愤怒
'

敌意*有力
'

好动*疲劳
'

惰性*困惑
'

迷

茫情绪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具有可比性&

而实施护理管理后观察组以上评分较实施前改善#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理人员工作情绪评价#

IVF

$

组别 时间 紧张
'

焦虑 抑郁
'

沮丧 愤怒
'

敌意 有力
'

好动 疲劳
'

惰性 困惑
'

迷茫

观察组 实施前
.34.V;45 .148V04: .-4.V.43 143V.45 .:4-V14- .:4-V345

实施后
.845V.;48

CG

.04-V.04-

CG

.04:V.;43

CG

..41V;4.

CG

.04-V./4.

CG

.84;V./45

CG

对照组 实施前
.34/V048 .14:V;4: .-48V;4/ 34.V.4/ .-4;V-43 .-4/V140

实施后
.-43V;40 .:4-V.43 .540V.4: .84.V.;45 .:43V;48 .543V143

!!

注!与实施前对比#

C

!

%

/4/5

&与对照组对比#

G

!

%

/4/5

/4/

!

两组护理人员睡眠质量比较
!

实施护理管理前两组睡眠

质量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实施护理管理后

观察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管理前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5

%)见表
;

)

/4'

!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技能比较
!

在管理方案实施前#两组

护理人员专业技能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实

施管理方案后观察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用药观察*协调管

理*健康教育*慎独修养*自我完善*改革创新各项评分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0

)

表
;

!!

两组护理人员睡眠质量评价#

IVF

$

组别
(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0/ 041V.41 54:V;40

对照组
0/ 043V/43 84.V.43

表
0

!!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技能比较#

IVF

$

组别 时间 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 用药观察 抢救配合 协调管理 健康教育 慎独修养 自我完善 改革创新

观察组 实施前
1845V.;48 104-V.04- 104:V.;43 3841V.;45 104-V./41 184;V./45 -84:V..45 -343V..41 1845V..41

实施后
3541V..4:

CG

3048V.84-

CG

354.V.54.

CG

3843V.04.

CG

3:4-V.043

CG

3:4-V.:41

CG

3043V./4:

CG

3/48V.045

CG

3841V..41

CG

对照组 实施前
1043V.;4; 154:V..43 184.V./4. 3041V.;43 1043V./43 1845V./4- -54-V..43 1/4.V..4: 184-V..4:

实施后
1343V.;4.

C

114-V.;4:

C

134:V.048

C

384:V..45 134-V.048

C

134-V.;40

C

1/4-V.;4:

C

1345V..41

C

114:V./43

C

!!

注!与实施前对比#

C

!

%

/4/5

&与对照组对比#

G

!

%

/4/5

'

!

讨
!!

论

!!

护理服务质量是医院的无形财产#是医院竞争的重要软实

力)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是提高医院竞争

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

8'5

(

)护理人员的工作

热情*护理技能是提供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强有力的保障)护理

管理的目的是使得每个护理人员发挥各自最大的能力#优化资

源的配置#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

(

)常规的护理管理方式比较

刻板#根据科室需要*患者需要进行简单的护理排版和护理工

作安排#进行填鸭式的技能教育未体现人性化的管理)

本研究采用人性化护理管理#首先对护理人员的特长*技

能*性格特点进行全面评估了解患者技能水平#了解护理人员

的特点#根据护理人员的特长及习惯进行护理排班和工作安

排#而且个性化护理管理注重个体化的技能培训#首先全面了

解护理工作中各自掌握的技能情况#根据护理人员需求进行个

体化护理培训'

1

(

)此外#个体化护理管理还注重对护理工作的

心理指导#根据护理人员需求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帮助护理

人员树立积极的工作信心)

护理人员的睡眠质量是影响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生活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3'./

(

)本研究探讨实施个体化护理管理

前后护理人员的睡眠质量发现#观察组护理工作睡眠质量明显

改善而且优于对照组护理人员#而且观察组的有力
'

好动工作

情绪评分高于对照组护理人员#其他负性情绪评分低于对照

组#进一步对比两组护理工作技能发现#观察组工作技能明显

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综上所述#个体化护理管理有助于改善护理工作的工作情

绪#促进护理人员树立积极的工作热情#按照护理人员的个体

需要进行护理工作安排#有助于改善护理人员睡眠质量#进行

个体化的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护理工作技能#值得临床推广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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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膜黏附分子和
@TR9W'.

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黄太宏.

!薛正青;

"

.4

南京鼓楼医院医学检验科!南京
;.////

&

;4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白细胞膜黏附分子和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

@TR9W'.

#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

选取
;/.0

年
:

月至
;/.5

年
:

月南京鼓楼医院的
.;;

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试验组!选取
.;.

例体检无疾病的

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检测两组白细胞膜黏附因子和
@TR9W'.

!白细胞膜黏附因子需检测的指标为
RS..C

和
RS.1

$

结果
!

试验组患者具有更多的
RS..C

%

RS.1

细胞!

@TR9W'.

水平更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在不同原因

导致的充血心力衰竭患者中!

RS..C

%

RS.1

细胞概率和
@TR9W'.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随着心功能障碍加重!

RS..C

%

RS.1

细胞概率和
@TR9W'.

水平均会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白细胞膜黏附分子和
@TR9W'.

在

诱发和加重心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诊断及心功能的评估中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白细胞膜黏附分子&

!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

!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3855

"

;/.-

#

.3';30;'/;

!!

神经细胞因子系统慢性*持续地对心肌细胞产生刺激#致

使心肌细胞损伤#进而会在细胞免疫系统中发挥激活作用#而

细胞免疫系统激活的标志则是白细胞迁徙#在此迁徙过程会有

白细胞黏附因子和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

@TR9W'.

%的产

生进而加速损伤'

.

(

)本研究对白细胞黏附因子$

RS..C

和

RS.1

%和
@TR9W'.

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中的表达进行检

测#旨在探讨其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
;/.0

年
:

月至
;/.5

年
: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就诊的慢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患者
.;;

例作为试验组#其中男
:0

例#女
53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54;V:41

%岁&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53

例#年龄
5.

!

-1

岁#平均

$

:54-V:41

%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研究对象

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具有可比性)

$4/

!

标准
!

采用纽约心脏病学会'

;

(

!左室射血分数
%

55U

#心

功能为
'!,

级#超声心动图示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

55MM

)

$4'

!

方法
!

抽取研究对象空腹
1D

后肘静脉血
8M!

#用肝素

抗凝#以
0///)

"

M<=

的转速离心
./M<=

#分别取
/45M!

用于

检测白细胞膜黏附因子和
@TR9W'.

)

$41

!

仪器与试剂

$414$

!

白细胞膜黏附因子
!

采用
$9RPRCF<GJ)

流式细胞仪

$香港
+S

亚洲有限公司%检测外周血
RS..C

和
RS.1

细胞)

按试剂盒要求进行操作!取
RS..C

和
RS.1

单克隆抗体#加入

5/

$

!

血清并混匀#记录
RS..C

*

RS.1

的细胞概率)

RS..C

和

RS.1

单克隆抗体均由
+?EA*=S<Eb@*=

公司提供)

$414/

!

@TR9W'.

!

取
/45M!

血清#按照说明书以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TP9

%检测
@TR9W'.

)试剂盒购于晶美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14/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IV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研究对象白细胞膜黏附因子$

RS..C

*

RS.1

%和
@T'

R9W'.

比较
!

试验组血清中的
RS..C

*

RS.1

细胞概率和
@T'

R9W'.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4/

!

试验组患者不同基础疾病对白细胞膜黏附因子$

RS..C

*

RS.1

%和
@TR9W'.

的影响
!

试验组患者中有
5;

例高血压心

脏病$

8;4:U

%*

01

例风湿性心脏病$

0.4.U

%*

;.

例扩张型心肌

病$

.-4;U

%*

..

例其他疾病$

34/U

%)不同基础疾病的慢性充

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RS..C

*

RS.1

细胞概率及
@TR9W'.

水平

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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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组白细胞膜黏附因子$

RS..C

*

RS.1

%和
@TR9W'.

与

心功能分级的关系
!

试验组患者中有
01

例心功能
'

级

$

0.4.U

%*

01

例
+

级$

0.4.U

%*

8:

例
,

级患者$

0-4-U

%)随着

心功能障碍的加重#

RS..C

*

RS.1

细胞概率及
@TR9W'.

水平

+

;0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