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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慢性乙型肝炎可
以进展为肝硬化
与肝癌 ,  对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进
行早期的诊断和
治 疗 尤 为 重 要 . 
本文选取门诊注
射室进行输液的
肝类消化性疾病
患者200例, 研究
了消化性疾病门
诊输液中实施精
益管理的效果.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lean management on 
the anxiety leve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out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METHODS
Two hundred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who 
underwent outpatient infusion from October 
2012 to Sept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ither a control group (treated 
from October 2012 to September 2013) or an 
observation group (treated from October 2013 
to September 2014),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nursing mode of lean manage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nfusion, the patient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the SAS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At the end of the infusi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self-made nurs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59.4 ± 7.5 
vs 59.1 ± 7.3,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SA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52.8 ± 6.4 vs 52.8 ± 6.4, P < 0.05). The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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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相比传统门诊输液护理方式, 精益管

理护理方法能够有效优化门诊输液的流程, 保
证患者的输液安全,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护理

质量, 提高患者的心理舒适度和护理满意度, 因
此观察组表示满意的人次多于对照组,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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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肝硬化是世界范围内一种高发病率和高死亡

率的消化性疾病[1]. 肝癌是目前世界上一种常

见的致命性癌症[2]. 慢性乙型肝炎可以进展为

肝硬化与肝癌, 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早期

的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3]. 本文选取来杭州市

下城区中医院基本医疗部门诊注射室进行输

液的肝类消化性疾病患者200例, 研究了消化

性疾病门诊输液中实施精益管理的效果. 现报

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随机选取2012-10/2014-09来门诊注射

室进行输液的肝类消化性疾病患者200例, 对
照组100例, 观察组100例. 所有患者均为肝硬

化、肝癌、乙型肝炎患者, 均来门诊注射室

进行输液. 排除严重的心脑肾肺疾病、其他癌

症、精神疾病以及无法进行正常言语交流的

患者.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分类等方

面的比较详如表1. 
1.2 方法 从2013-10-01起, 杭州市下城区中医

院基本医疗部改进了肝类消化性疾病患者门

诊输液的护理模式, 开始实施精益管理的护

理模式. 随机选取2012-10/2014-09来门诊注射

室进行输液的消化性疾病患者200例, 对照组

(2012-10/2013-09)采用传统常规的门诊护理模

式; 观察组(2013-10/2014-09)采用精益管理的

护理模式. 精益管理的护理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1)护理人员. 将杭州市下城区中医院基本医疗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ntrol group tha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Lean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out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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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预后精益管理的肝脏消化性疾症门诊
输液患者的焦虑水平与护理满意度的情况. 

方法
随机选取2012-10/2014-09来门诊注射室进行
输液的肝类消化性疾病患者200例, 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2012-10/2013-09)100例, 
观察组(2013-10/2014-09)100例. 观察组采用
精益管理的护理模式;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
理模式. 患者输液之前和结束之后分别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对患者的焦虑状态进行评价, 对比两组患者
的干预前后的SAS评分. 患者输液结束之后
采用杭州市下城区中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
调查表对患者的满意度进行评价. 对比两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干预前对照组和观察组的SAS评分分别为
59.4分±7.5分和59.1分±7.3分, 干预后对照
组和观察组的SAS评分分别为52.8分±6.4分
和46.6分±5.8分, 相比对照组SAS评分, 观察
组患者的SAS评分显著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观察组对护理效果满意的
人次为96次, 多于对照组的79人次,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精益管理能够有效缓解脏消化性疾症门诊
输液患者的焦虑情绪,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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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中 ,  加强了
对患者进行积极
轻 松 的 语 言 交
流、心理疏导和
健康教育 .  通过
以社区为单位对
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进行有效的随
访、指导与干预, 
能够有效的抑制
患者由慢性乙型
肝炎转化为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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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护士分为3小组, 每组3人, 其中, 1人高年资

护士为组长. 以小组为单位对来杭州市下城区

中医院基本医疗部进行输液的肝类消化性疾

病患者进行护理服务; (2)护理人员的培训. 对
每个小组成员均进行系统培训和综合考核, 内
容包括输液等待时间、一针穿刺成功率、及

时换瓶与拔针、注射室环境、服务态度、健

康教育等方面. 然后, 对每个小组成员进行职

责、站位以及流程的确定和考核, 从而对肝类

消化性疾病患者门诊输液进行护理服务; (3)精
益管理护理的实施. 树立“以人为本”、人性

化服务的理念. 在每个小组成员均明确并完全

掌握了自己的职责、站位以及服务流程后, 开
展具体输液护理工作. a患者进入门诊注射室

后, 进行热情接待, 与患者进行积极的语言交

流, 询问患者的基本情况, 建立轻松的谈话氛

围. 对于初次进行门诊注射的患者, 要告诉患

者, 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 我们现在实行门诊

预约的注射方式, 您可以在休息区排队等候预

约空缺号, 或者排在目前预约人员的名单后面, 
或者在我们现有时间段内进行预约, 然后做自

己的事情, 在预约时间段来就可以了. 对于非

初次来进行注射的患者询问患者的预约时间

段, 让患者在休息区等候排队; b针对患者的情

况, 严格认真的配置药品, 对配置药品采用组

长复核确认制. 在输液前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向他们说明我们门诊的穿针都是经过专业优

化改进的, 目前一次成功率是最高的, 我们输

液的药品都是双人制确认复核, 值得您信任和

依托; c在患者输液过程中, 发放一些图片、手

册或者准备一些多媒体资料, 与患者进行积极

的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 针对患者存在的问题, 
进行积极的解决, 与患者保持语言的持续有效

的交流, 避免出现患者一个人在那里无人问津

的情况, 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 d患者输液完毕, 
询问患者是否有什么不适, 在一切都正常的情

况下, 告诉患者是否进行继续输液, 是否进行

了预约注射. 然后, 热情将患者送出门诊注射

室; (4)护理效果的考核. 每个月月末, 对各个小

组成员以及小组间进行考核评比. 注射室环境

要时刻做到干净、整洁与卫生, 护理技能与服

务态度要持续改进, 争取做到最优化. 
1.3 评价指标 在患者首次输液开始与结束时, 
分别采用SAS对患者的焦虑状态进行评价. 不
焦虑时得分<50分; 焦虑时评分≥50分[4]. 患者

的评分越高则患者的焦虑程度越严重. 
在患者输液结束, 采用杭州市下城区中医

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的满意度

进行评价. 内容包括输液等待时间、一针穿刺

成功率、及时换瓶与拔针、注射室环境、服

务态度、健康教育等6项内容. 每项0-4分, 分
为不满意(0-6分)、一般(7-12分)、满意(13-18
分)和非常满意(19-24分), 通过最终得分统计

分析满意人次, 满意人次+非常满意人次 = 总
满意人次.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 两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两
组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 P <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由表1可知, 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分类方面并无明显

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2 两组患者焦虑水平的比较 由表2可知, 护
理干预前, 两组患者的SAS评分并无明显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护理干预后, 两组

患者的SAS评分均显著降低, 但观察组相比对

照组患者的SAS评分降低更加显著, 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人次的比较 由表3可知,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表示满意的人次多于对

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3  讨论

各种肝病患者的身体通常都伴有一定程度的

■应用要点
精益管理能够有
效缓解肝类消化
性疾病门诊输液
患者的焦虑情绪, 
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 ,  值得临床上
推广使用. 

     

分组
性别

年龄(岁)
疾病分类

男性 女性 肝硬化 肝癌 乙型肝炎

对照组 61 39 58.3±6.2 41 32 27

观察组 59 41 58.7±6.5 39 33 28

P值 >0.05 >0.05 >0.05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n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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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5]. 对于肝硬化患者, 特别是肝腹水患者生

活中应该注意进食[6]. 有报道指出, 这些患者

通常心理都比较焦虑, 贺碧英等认为由于肝病

本身具有传染性, 肝病患者较易产生孤独、失

落、焦虑等情绪, 所以在门诊输液时, 护理人

员应该特别注意对其进行热情服务和进行积

极的心理疏导. 国内有研究[7,8]表明, 通过积极

的治疗, 目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情还能够

进行有效的控制. 对于这些患者, 在门诊输液

时, 护理人员同样应该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和

健康教育. 相比传统门诊输液护理方式, 精益

管理护理方法能够有效优化门诊输液的流程, 
保证患者的输液安全,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护

理质量, 提高患者的心理舒适度和护理满意度, 
因此观察组表示满意的人次多于对照组,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同时针对门诊输

液患者实施优质护理, 能够显著提高患者及家

属的护理满意度. 鲍鹤攻等研究指出对肝病患

者的护理要将患者的血管护理、关注输液时

患者的舒适程度、预防静脉输液反应等作为

护理重点, 杨晓莹等认为护理人员要提高穿刺

技术和工作责任心, 加强对肝病患者的人文关

怀. 内容本研究中, 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

合了其他护理方案的优点, 进行了肝类消化性

疾病门诊输液中实施精益管理的效果研究. 经
实践证实, 该门诊输液护理模式效果较好, 是
一种理想的门诊输液护理方式. 

实施结构化护理团队模式能够有效的提

高患者急救的时效性, 保证抢救室的护理安

全, 提升患者的护理质量[9,10]. 本研究显示, 护

理干预前, 两组患者的SAS评分并无明显差异

(P >0.05); 护理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SAS评分均

显著降低, 但观察组相比对照组患者的SAS评
分降低更加显著(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
察组患者的非常满意与总满意度均显著升高

(P <0.05). 本研究中, 加强了对患者进行积极轻

松的语言交流、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 通过以

社区为单位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有效的

随访、指导与干预, 能够有效的抑制患者由慢

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11,12]. 在输液室, 通过进

行积极轻松的语言交流和了解患者的基本情

况,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本研究中, 采
用了杭州市下城区中医院基本医疗部改进优

化的静脉穿刺方式. 在给患者扎止血带前, 先
让患者的手臂自然下垂, 能够有效增加患者前

臂血管的血液储留量, 促使患者血管更加充盈, 
从而易于穿刺. 相比传统进针方式, 改进的传

统静脉穿刺方法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痛苦, 一
次穿刺成功率显著升高, 在患者前臂掌侧静脉

穿刺中, 采用改良进针法能够有效提高患者静

脉穿刺的成功率, 减轻患者疼痛的程度. 
总之, 精益管理能够有效缓解肝类消化性

疾病门诊输液患者的焦虑情绪, 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 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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