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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间外科模式对患方满意度及围术期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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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科手术主要存在
'

种治疗模式#即日

间外科模式*传统住院模式及门诊模式)日间外科手

术是指不包括诊所或医院开展的门诊手术#在
10K

内

完成入院*手术*出院流程的住院患者&

$

'

)相对于住

院完成围术期处理的传统住院模式#日间外科模式住

院时间可缩短
1

"

'!

#安全性又明显高于门诊手术模

式)国外学者对日间手术的研究主要涉及出院标准*

术后并发症及患者满意度调查等&

1.0

'

)目前国内对日

间手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日间手术的流程及日

间手术护理等方面&

E.)

'

#对儿科采用改进后的日间外

科收治模式后的患者满意度*围术期安全性方面研究

很少)

本院原日间外科模式为上午入院#完成术前检

查#次日上午手术#下午办理出院)现已改进日间外

科模式#将门诊术前检查费用纳入医保报销#当天上

午在门诊完成术前检查#检查结果满足住院手术要求

的患儿下午办理入院#次日上午手术#下午办理出院)

这种新型收治模式$简称新日间模式%提高了床位周

转率*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减少了患儿往返

医院的次数)为了研究手术患儿家长对新日间模式

的接受意愿及满意度#笔者对本院日间手术病房住院

患儿家长及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1%$)

年
$$Y$1

月在本院日间外科病房接受新日间模式的日间手术

患儿家长及相关医务人员实施调查)排除不能理解

量表内容*不能正常沟通及不愿意参加本次调查的患

儿家长)

>&?

!

方法

>&?&>

!

就诊流程
!

入院当天患儿在门诊做好术前检

查#通过医生评估#下午办理住院#入院第
1

天在医院

完成手术*治疗*护理*术后医生评估后回家休养#下

午办理出院#住院时间
10K

内#出院后接受随访指导)

>&?&?

!

问卷设计
!

参考国内外日间手术相关文献#

结合本研究目的#以涵盖患者住院期间核心体验内容

的
/

维度
CX3C9=

量表为基础&

-

'

#由研究者进一步

设计形成+患儿满意度调查问卷,+医务人员满意度调

查,及+手术室人员及麻醉师满意度调查,)基本信息

内容包括患儿的性别*年龄*疾病情况及家属工作*学

历等基本资料#以及患方对新日间外科模式的认知情

况#对新日间模式的接受意愿及其原因)满意度评价

内容包括对就医过程*治疗效果*医护人员服务态度*

出院指导满意度)医务人员及麻醉师*手术室人员调

查内容包括新日间模式对提高手术安全性*核查便捷

性*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影响)由调查者于床旁亲自发

放问卷#问卷现场收回)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9==11&%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E

#以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本次调查共发放患方问卷
1%%

份#

医护人员问卷
'E

份#回收有效问卷
1'E

份)参与本

次调查的
1%%

例患儿中#男
$0$

例#女
E(

例(年龄
$

"

$/

岁#主要集中在
$

"

E

岁#共
$-$

例$

/E&ED

%#是以

1

"

'

岁&

)'

例$

'$&ED

%'为顶峰的偏正态曲线分布)

患儿以诊疗方案成熟#可行标准化治疗的病种为主#

如腹股沟疝$

00&%D

%*鞘膜积液$

0E&%D

%等)患方问

卷中#

1%

例$

$1&ED

%表示非常了解新日间外科模式#

$0%

例$

-%&%D

%表示部分了解新日间外科模式#

'E

例

$

$-&ED

%表示对新日间外科模式不了解)

?&?

!

患方对新日间模式的意向分析
!

$01

例

$

-$&%D

%表示愿意接受新日间模式#

E/

例$

1(&%D

%不

愿意接受新日间模式#其中
$1

例愿意接受上午入院

收治并完成术前检查的原日间模式#

10

例愿意接受术

后可以住院观察的传统住院模式#

11

例表示希望进行

不需住院的门诊手术)

E/

例不愿意接受新日间模式

中#

00

例$

-E&(D

%担心出院后无医务人员的治疗和护

理#影响术后的恢复#

$0

例考虑其他因素)愿意接受

新日间模式的原因主要为-缩短住院治疗时间.

$

1'&ED

%#-得到安全有效治疗.$

$(&ED

%#-就诊过程

方便.$

$$&%D

%#-减少住院费用.$

)&%D

%#-可较早回

家#对生活影响小.$

(&%D

%及其他$

1&%D

%)

?&@

!

新日间模式满意度分析
!

调查患方对医护工作

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其中收治及手术医生满意度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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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护理人员及麻醉师达
$%%&%D

#检验*检查工

作人员及手术室工作人员达
(E&%D

)患方对就医过

程*诊治流程*治疗效果*住院时间及费用*出院指导

均有较高的满意度#见表
$

)对于是否向亲友推荐本

院新日间模式治疗方案#患方均表示愿意#对外推荐

率达
$%%&%D

)

表
$

!!

患方对新日间模式的满意度"

*

%

D

&#

项目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就医环境
/-

$

0'&E

%

/E

$

01&E

%

1'

$

$$&E

%

E

$

1&E

%

诊治流程
-0

$

'-&%

%

$%%

$

E%&%

%

11

$

$$&%

%

0

$

1&%

%

治疗效果
E-

$

1/&E

%

$$E

$

E-&E

%

1%

$

$%&%

%

/

$

0&%

%

住院时间及费用
$%$

$

E%&E

%

-/

$

'(&%

%

0

$

1&%

%

$-

$

/&E

%

出院指导
E$

$

1E&E

%

$')

$

)/&%

%

$'

$

)&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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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间模式对医疗安全性及工作效率的影响
!

应用+医务人员满意度调查,及+手术室人员及麻醉师

满意度调查,分别调查
1%

名科室医护人员#

$E

名麻醉

师及手术室工作人员对新日间模式在提高手术安全

性及工作效率方面的影响#两组人员中认为新日间模

式可减少失误并提高手术安全性的比例分别为

)E&%D

*

('&'D

#认为提高工作及手术效率有效的比

例分别为
/%&%D

*

$%%&%D

#认为能有效减少工作量的

比例分别为
-%&%D

*

/%&%D

)新日间模式较原上午办

理入院的日间手术模式比较#平均住院日减少约
%&E

!

(与常规住院模式比较#平均住院日减少约
1&%!

)

1%%

例完成门诊术前检查#准备入院的患者中#有
E

例

因门诊检查结果异常未办理入院#筛除率为
1&1D

#提

高了床位使用率)

@

!

讨
!!

论

@&>

!

患方对新日间外科模式了解程度
!

在分级诊疗

成熟的欧美国家#各类日间外科流程普及率极高#占

择期手术类型的
-%&%D

以上&

/

'

)本研究中
/1&ED

的

患方表示了解或部分了解新日间外科模式#但仍有

$-&ED

不了解新日间外科模式的特点#这显示经过日

常宣教及媒体宣传#大部分患儿家长对新日间外科模

式有初步了解#但仍应继续加强相关信息的宣传*介

绍#提高患方知晓率#减少患方顾虑)

@&?

!

患方对新日间模式的接受度
!

新日间模式诊

断*术前检查及评估等均在门诊完成#大多数患儿仅

需
%&E!

即可在门诊完成术前检查#术后经观察恢复

后#

)K

内即可回家#明显缩短了患儿占用病床时间及

其他患儿等待入院的时间)术后及时返家#对患儿和

家人生活影响小#减少了患方陪护费用#与传统住院

模式比较#明显降低了患儿平均住院费用&

(

'

)

经过体验新日间模式收治流程后#患方中
-$&%D

表示愿意接受新日间模式#同时所有患方均表示会推

荐亲友接纳该模式)与其他
'

种模式比较#新日间模

式具有明显优越性)患方选择新日间模式的主要原

因包括缩短了住院等候和治疗时间#其次是得到安全

有效治疗*就诊过程方便*对生活影响小及减少了医

疗费用支出等)这些是常规住院模式及门诊手术模

式所不具备的优势#新日间模式是对原日间模式的进

一步优化#依从性更好#提高床位使用率#安全性也

高#满足儿童患者住院要求)

但仍有
E/

例$

1(&%D

%患儿家长不愿意选择新日

间模式#而选择其他
'

种收治模式)其中
-E&(D

的患

方担忧术后无医护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可能影响术后

的恢复)针对患方的担忧#为了保障患儿出院后护理

的延续性#本院病房在出院后会进行定期电话随访#

对有特殊情况的患儿预约其在外科急诊进行相应的

治疗处理)

@&@

!

新日间模式提高患方满意度
!

患方的满意度是

反映医疗服务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

$%

'

)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患方对新日间模式给予了高度认可#对医护

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最高)研究认为在回复率超过

)ED

的前提下#日间手术协会建议的患方满意度不应

低于
/ED

&

$$

'

)本研究中患方对就医环境*诊疗流程*

住院费用及时间*出院宣教等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均高

于此标准)本研究结果提示#患儿采用新日间模式得

到了患方的广泛认可和接纳#但今后仍应不断完善日

间手术服务模式#持续提高患方满意度)

@&A

!

新日间模式对提高安全性及工作效率的帮助
!

原日间手术收治患者多#住院时间短#周转快#围术期

风险较高&

1.'

'

)通过对医务人员*麻醉师及手术室工

作人员的调查#新日间模式在减少工作失误#提高安

全性与工作效率及减轻工作量方面卓有成效)

平均住院日是评价医院工作效率和效益*医疗质

量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1

'

)在常规住院模式

及原日间模式的基础上#本院进一步优化了手术*麻

醉核查标准*出入院标准等一系列措施#新日间模式

能有效缩短患儿的平均住院时间$

%&E

"

1&%!

%#并降

低人均住院费用)由于住院时间缩短#不满足住院手

术条件的患儿被及时剔除#床位使用率更高#护理费

和床位费及患儿及家属的交通*住宿*陪护等费用均

可减少)

总之#新日间模式安全可靠#在提高工作效率#保

障围术期安全性#以及降低住院时间及费用等方面均

得到患儿及其家属的广泛认可和接纳#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但尚需不断宣传以提高其知晓度#减少患方

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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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各类信息化教

学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但-云班课.辅助教学作为一种

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非全能的教学方式#尚不能解

决所有教学问题#因此#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师教学的

主体&

$1

'

)

A&?

!

对-云班课.教学的教师考核评价方式
!

-云班

课.辅助教学作为教学改革#易被广大师生接受#操作

方便#功能先进#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线下线上教

师在完成课件制作*微视频拍摄*自测题录入和推送

以及答疑等方面需付出大量的时间#尽管学校鼓励和

支持-云班课.辅助教学#但对于采用-云班课.辅助教

学的教师工作量认定还未落到实处#因此#学校需完

善教师考评体系#制订具有针对性的考评指标对教师

工作予以考核评价和认定&

$1

'

)

A&@

!

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自律性
!

大学生智能

移动设备目前用途多为社交*新闻和游戏#用于学习

的时间很少&

'

'

)移动网络互联环境下#如何让大学生

的智能移动设备成为学习的工具#这就要求学生具备

较强的学习自律性#合理有效地利用移动智能终端进

行辅助学习)

J

!

总
!!

结

!!

-云班课.辅助教学模式符合信息化教学发展的

趋势#在辅助+护理教育学,教育实践中也已发挥一定

的优势作用#如进行教学互动#激发学习兴趣#拓展课

堂等)但其辅助教学的交互式最佳模式尚未形成#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需要正确认识-云班课.

399

软件的作用#不断尝试与探索#正确引导学生使用-云

班课.#扬长避短#以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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