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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duty mode on discovery and control of medical nursing hidden trouble. Metho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patients a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should take the mode of combined dut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Results：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and defects reduced,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improve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or P＜0.05).Results: Combined duty can the reduce medical nursing defec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quality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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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实施联合总值班模式对发现及控制医疗护理隐患的有效性。方法  以优化值班模式为前提，以病人为中心，

采取行管、医疗、护理联合总值班的方法。结果  通过实施联合值班，护理差错及缺陷发生率降低，患者的满意度提高，实

施前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 P＜0.05）。结论  实施联合总值班，可以最大程度地预防医疗护理缺陷的发

生，提高医疗护理服务及管理效率。 

【关键词】行政；护理；医疗质量 

安全是医疗护理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医疗护理质量控制和管理的核心目标
[1]
，为了倡导“以病人为

中心”，以改革促发展，不断改进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方式，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及管

理效率，太和县中医院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推行了行政、医疗、护理联合值班的新型值班模式，总值班

人员 24h 在岗，名单公示在医院显要位置，随时巡查科室，处理紧急情况，建立了持续改进的回馈机制，

实施 6 个多月来，对于及早识别医疗护理缺陷和安全隐患，确实起到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作用，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在我院住院的病例 2210 例，未实施联合值班前患者 1105 例，即 2014 年 1 月以前在太和

县中医院住院治疗者为对照组。实施联合值班后的 1105 例，即 2014 年 1 月以后在太和县中医院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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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观察组，两组患者年龄 16～78 岁，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人员组成及工作方法 

1.2.1 总值班人员组成  行管组查房人员由院领导班子、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医疗组由临床科室主任和医

技科室主任组成；护理组由各科室护士长组成。这样每天由行管、医疗、护理三组人员共同参与，24h 在

岗，当日值班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在医院显要位置公示。 

1.2.2 联合总值班工作方法  总值班人员 24h 在岗，次日早晨将全院患者总数、出入院人数、危重病人数、

手术台次、巡查情况进行汇总，以表格形式，记录于交班本上，重点交代访视患者的情况、反馈向患者及

其家属征求医疗、护理、辅助科室及窗口服务环节中的意见及建议，将患者的真实感受、意见及建议及时

反馈给领导和相关科室。在行政总值班晨会上分别汇报发现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合理化意见

及建议，强调在巡查中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1.3 巡查内容 

1.3.1 三组人员必查内容  值班医生、护士签名、患者总数、出入院人数、危重病人数、手术台次、值班人

员仪容仪表、工作状况、病区环境卫生等。所有巡查内容均以表格形式记录。 

1.3.2 每位总值班人员巡查内容  要至少访视 3 个以上科室的患者或家属，人数不得少于 10 人，记录所访视

患者科别、床号、姓名、收集建议及反馈意见，向患者及其家属征求医疗、护理、辅助科室及窗口服务环

节中的意见及建议，将患者的真实感受、意见及建议及时反馈给领导和相关科室。 

1.3.3 行政总值班内容  门诊各诊室坐诊情况、医技、药房、财务是否亮牌上岗、治未病中心、非药物治疗

中心诊疗情况、院区环境、突发事件处置、节能降耗等。 

1.3.4 医疗值班内容  抽查疑难危重病人、大手术病人病历，审阅诊疗是否规范、会诊制度落实情况、中医

临床路径落实情况、有无跨科收治、门诊及急诊应诊、接诊情况、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 

1.3.5 护理巡查内容  （1）护士在岗情况及仪容仪表是否整洁规范，如是否坚守岗位，有无玩游戏看闲书，

是否电话聊天等。（2）危重、大手术患者护理质量：询问当班护士对本病区危重患者的“十知道”，查看

护理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护理记录是否及时。（3）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手卫生的依从性、无菌操作是

否规范、治疗室的清洁消毒规范等。（4）抢救器材、药品质量：完好率是否 100％，呈备用状态，做到“四

定”即：专人管理，定基数数量、定放置位置、定期检查消毒维修等。（5）护理安全隐患：如是否严格落

实分级护理制度、交接班制度、查对制度等护理核心制度。 

2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分别于联合总值班实施前、实施 4 个月后由医务科、护理部质量控制组对各项工作质量进行检查与评

价；主要包括急救物品器材、基础护理、危重病人会诊、跨科收治、患者满意度、不良事件等指标。 

3 结果 
联合总值班实施前后，2210 例患者各护理质量观察指标及满意度情况详见表 1。 

表 1 2210 例访视患者护理质量观察指标统计分析表 

组别 例数 急救药品完好率（%） 基础护理合格率（%） 重病人会诊率(%) 跨科收治率(%/n) 不良事件发生率(%/n)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 1105 95.23 88.31 86.31 5.07/ 56 1.72/ 19 89.05 

观察组 1105 100 96.29 94.28 1.90/ 21 0.63/ 7 95.8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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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得以提高  巡查时发现问题及时与值班人员当面沟通，能改进者当时就改

正，需要科室强调的再通知护士长在科内重点强调，需要向院领导请示解决的交班时及时请示，各片问题

都有详细记录，护理部、医务科每月进行汇总分析，并在护士长或科主任例会上进行反馈，探讨整改措施。

实施联合值班，提高了医护人员自发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增进临床科室与行政部门的合作  实施联合值班，有利于临床和行政人员加强相互的沟通协作，处理具

体问题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切实解决了在日常工作中过去

各部门一直推诿而难以解决的问题。 

4.3 达到了全方位无缝隙管理，保障了医疗护理安全  无缝隙服务的本质是找出服务中存在的所有缝隙，再

针对其根源进行改革
[2]
，联合值班减少了检查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根据值班发现的病房工作状况和患

者需求，找出医护服务中存在的缝隙，达到了医患、护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做到凡事有人管，凡事有人监

管，有利于减少不良事件产生，避免医疗差错和纠纷，保证医护工作的连续性，优质无缝隙服务落到了实

处。无缝隙服务的成效均与整体护理“以患者为中心，让患者受益”的本质相吻合
[3]
，所以联合总值班为

实现安全医疗及整体护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服务模式。 

4.4 节省检查时间，质量持续改进  实行联合值班，使有限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作用，优化了工作流程，减

少了过去组团检查的次数，节约了检查时间，保证了管理的连续性，有利于提升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科

室强化了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患者及时反馈信息，为医院提供了大量的改进意见，最大程度地提高

了医疗护理服务的效率和品质，通过不断的实施、总结评价，如此循环，实现了持续质量改进的医院管理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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