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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通过患者满意度调查评价护理质量

朱小妹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 海南 五指山 572200）

摘要 目的：通过患者满意度调查，进一步了解我院护理工作中的成效及存在问题，评价护理工作的质量，探索医院管理中护理科

学管理方法。方法：①住院病人：采用问卷调查法；②出院病人：采用电话或上门随访方法；两种方法共对 568 例进行满意度调查，

针对病人反馈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并落实。结果：在疾病宣教及护理质量方面存在 问题。结论：以医院管理年及创

建优质护理服务为契机，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逐步完善各项护理规章制度，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强化 " 三基三严 " 的训

练，努力改善护理管理，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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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our hospital,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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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准确评价我院护理工作质量，找出护理工作中的

缺陷，并持续改进，为病人提供优质、舒适、安全的护理服务。我

院护理部对住院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了解病人在住院期间反

馈情况，并将它作为考评病房护理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现将

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调查对象

本组调查对象为我院内、外、妇、儿、感染、五官、ICU、中医

科住院病人共 568 例，均住院一周以上。其中男 385 例，女 183
例，最大年龄 82 岁，最小 1 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上 250 例，初

中以下 286 例，文盲 32 例。职业：干部 190 例，工人 148 例，农

民 180 例，学生 30 例，无业 20 例。

2 调查方法

调查表为我院护理部自行设计，调查者以问卷为基础与被

调查者面谈，充分讲解卷中各项内容及填表要求，使患者完全

理解后填写。为使患者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判断及填写，以使

调查资料更能准确反映问题的实质，我们将问卷选择在患者住

院一周以上或出院前进行，调查工作均由相关科室责任护士完

成，由科室护士长对调查工作的监督，以确保调查工作的真实

性和客观性。对文盲、年老眼花及无表达能力者，由护士讲解后

家属代其填写，将收回的 568 份调查表进行统计学处理。
调查的内容采用单项选择法，调查表共有 13 个问题，每

一个问题有 2－3 个被选项，要求被调查者对每一个问题只选

择一项内容，按每项的累计人次计算百分比。

3 结果

医护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达 90% ,说明大多数护士能够热

情为病人服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较好的评价。
3.1 还存在的问题

3.1.1 健康教育落实不到位 15％的病人得不到服药、相关辅助

检查、病情及预防保健等知识的指导，如对药物的作用、副作用

及注意事项知晓率低，对各项检查的目的、结果及注意事项不

够了解，对饮食的具体要求掌握不够。如消化性溃疡患者只知

道不能进食刺激性食物，糖尿病患者只知道不能进食甜品等，

但对更深层次的疾病宣教知识掌握不够，这一点在农村和文化

层次低及老年患者较为突出。
3.1.2 病房管理不到位 认为病房卫生差者为 8.5％，认为病房

环境吵杂者为 14.7％，由此看出病房卫生与管理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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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护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认为护士接换输液液体不够及时

的占 6％，以中午班为突出；5％的患者认为护士技术水平低，

表现在为老年人、病重长期住院、婴幼儿患者注射时，未能做到

一针见血，要求高水平护士操作；有 10.5％的反映生活护理大

多由家属完成，护士参与少，基础护理不到位；有 3.5％的认为

护士对病人解决处理问题不够及时，如失禁病人更换床单等。
3.1.4 健康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①护士方面：有些护士只为

了完成任务，态度敷衍，使健康教育流于形式；宣教方法缺乏个

体性、可行性；宣教中沟通交流技巧欠缺；管理者只重视健康教

育取得的效果，而对护士健康教育的的过程和评价不够。②患

者方面：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需终身治疗，因治疗时间

长，患者对疾病缺乏信心，这一点在老年病中较为突出；有的病

人因经济困难对疾病康复缺乏兴趣，有的病人因反复就医对疾

病康复缺乏信心；有的老年病人的文化程度大多不高，记忆力、
理解能力较差、直接影响了健康教育的效果。农村合作医疗铺

开后，农村住院病人多，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解接受能力差，这

也是原因之一。③管理方面：护理管理者及科室指控组未能发

挥有效职能，监管力度不够，致使制度落实不到位。
3.2 对策

3.2.1 落实 " 以病人为中心 " 的服务宗旨，合理安排护理人力

根据卫生部关于护理人员编制的规定，病房床位数与护士之比

应为≥1：0.4，结合护理工作实际及护理人员的能力等配备护

理人员，科室进行弹性排班，如科室人力不足时，护士长及时报

告护理部，护理部跨科调配人员，对中午，节假日输液治疗病人

多等高峰时段，适当增加人员，确保工作的连续性，提高护理工

作效率。
3.2.2 履行职责和落实制度，确保护理工作到位 严格落实分级

护理制度，保证各项基础护理和危重病人的护理到位，如对一

级护理的危重病人护理要求做到 " 饭水、便器、药物、治疗、护
理 " 五到床头,严格观察病情，每小时巡视病人以及一切治疗、
护理由护士承担，不可依靠家属或陪人等。
3.2.3 加大护理质量控制力度，切实实施持续改进 护理质量管

理是护理管理的根本，护理部和科室质控组加大护理质控的力

度重点抓好三个环节：①基础质量控制，其重点在于防范问题

的发生，而不是事后进行检查和补救[2]。②重点抓环节质控，通

过调查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问题。从病人的角度评价护理服务

质量，把病人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让病人

从科学的质量管理中得到实惠。③重视终末质控。将每季度各

科室护理质控情况以护理通讯形式向全院各科室反馈。针对任

何影响护理质量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实施持

续质量改进，对问题的解决与否进行跟踪，使护理质量管理始

终处于一种良性循环[3]。
3.2.4 狠抓护士 " 三基三严 " 培训，不断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

合理配置护理人员资源，制订切实可行的分层次培训计划，强

化 " 三基三 " 严训练，开展护士岗位技能竞赛活动，促进护士

操作技能的训练，不断提高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4-5]。
3.2.5 健康教育必须体现个体化 护士应有目的、连续不断地评

估病人对疾病的知识即治疗、护理、用药、手术、各项检查等情

况的反应，重视每个病人及家属的需求和接受能力，以及病人

的身体状况、理解接受能力、情绪状态、经济状况等方面，制订

健康教育计划分阶段地逐项落实，以保证健康教育的有效实

施[6]。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应采用直观形象的教育方法，如可利

用人体模型或图文并茂的宣教资料进行讲解，利用一切在病人

床边治疗护理的机会，反复多次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病人讲

解宣教内容，每次宣教的内容不宜过多，时间要短，并配合一些

具体形象的宣教资料，如为糖尿病病人宣教饮食时，将应食物

种类制作成图片展示给病人，告诉病人应该吃哪些食物，不该

吃哪些食物，每餐吃多少及烹调方法，使老年人易于理解和接

受。
3.2.6 重视家属的健康教育 处于疾病困扰中的病人，既需要家

属的生活照料，又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应加强对家属的教

育，责任护士每天向病人 / 家属发放需求表，分发有针对性的

健康教育资料、在病区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免费提供图文并茂

的宣教资料，做到病人入院有介绍、住院有宣教、出院有指导，

并告知家属要经常监督病人，这样才能使病人受益。
3.2.7 对护士的健康教育活动要进行评价 健康教育活动的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的知识水平、教育手段、教育方法

等，护士是健康教育活动成功的关键因素[1]。护士长每天床边查

房时，从病人及家属中了解护士的宣教态度是否认真，宣教的

内容、方法、技巧是否能让病人接受等评价宣教落实情况，从而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和纠正，不断改进健康教育的方法。
虽然我院护理部和科室每月均进行护理质量监控，但毕竟

是自查，有时难免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满意度调查，借用

患者及家属的慧眼，将自身的问题和不足看得更加清楚、透彻，

从而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改善服务内容，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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