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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AR沟通工具在促进老年病房护理品质
改善中的运用与研究
王小琳,罗仕兰,甘秀妮

摘要:[目的]探讨ISBAR沟通工具在促进老年病房护理品质改善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6年1月—2016年6月采用ISBAR沟

通工具规范病人交接班流程。将一病区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交接班,二病区设为观察组,运用ISBAR沟通工具交接班,分析

2个病区采用不同交班方式后的交接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率、护士交接班满意度以及责任护士对病人病情“十知道”情况。[结果]

观察组交接班问题发生率为6.25%,护士交接班满意度问卷调查评分达到48.11分±1.96分,责任护士对病人病情“十知道”分数

为93.57分±4.44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使用ISBAR沟通工具规范了病人交接流程,避免了

护士交接班遗漏,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改善了老年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的护理品质,保证了病人安全,促进了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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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院协会(ChineseHospitalAssociation,
CHA)在2014年—2015年病人安全目标中提到的一
项重要内容为:加强医务人员有效沟通,完善医疗环节
交接制度,正确及时传递关键信息。在临床实践中很
多环节和操作需要用到沟通,护理交接班更需要良好
的沟通。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的研究指
出:沟通障碍已成为60%以上护理不良事件的主要原
因之一[1]。ISBAR工具是由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
委员会(JCAHO)于2008年提出,其内涵为按照身份
(identification,I)、病 情(situation,S)、背 景(back-
ground,B)、评估(Assessment,A)、建议(Recommen-
dation,R)的顺序对交接班信息进行标准化沟通。老
年病人由于多病共存,病情复杂且不典型,存在许多潜
在的安全隐患,且易发生诸多不良事件,如压疮、坠床、
管路滑脱等,从而导致老年病人护理工作的复杂性及
多样性。因此,对老年住院病人护理交接班以及护患
沟通的要求也显得很重要。我科通过采用ISBAR沟
通工具规范老年病房病人交接班流程,取得了较好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科室于2016年1月—2016年6
月开始采用ISBAR沟通工具,规范病人交接班流程。
病房实际开放床位80张,共有2个病区,其中将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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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交接班方法,二病区设为观察
组,采用ISBAR沟通工具进行交接班,两组在实际开
放床位数、收治住院病人总数、一级护理床日数、收治
病种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两组责任护士在年
龄、学历、职称及工龄结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ISBAR标准化交班实施流程与方法

1.2.1 制作“ISBAR标准化护理交接班模板” 在观
察组病区成立护理交接班质量专项持续改进小组,由
组长及护理业务骨干带头参与组成。通过在护理部统
一拟定的全院交接班标准化流程基础上,指导护士学
习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的规范,并结合老年病房专
科特点开展培训、讨论,最终定稿标准化的老年病专科
交接班模板,内容包括5个部分,即I:病人床号、姓名、
住院号等;S:病情变化趋势,即好转、平稳、恶化;病情
变化情况即何时变化、什么变化、变化程度;B:入院诊
断、相关既往史、用药情况、治疗情况、阳性检查结果;
A:生命体征、心理评估、疼痛评估、风险评估、引流情
况、出入量评估、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估等;R:
护理措施建议、安全风险、管理建议。包括已采取的护
理措施的有效性、对下一步需关注的护理建议、需下一
班待完成的事项。
1.2.2 ISBAR沟通工具的科内培训与推广 以质量
专项改进小组组长为核心,带动病区内所有护理人员
集体学习。首先对ISBAR的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意
义及注意事项集中进行解读;详尽说明具体实施的流
程、方法,让护士充分认识到采用ISBAR沟通方式的
重要性,理解该方法的优点及运用方式,并通过客观结
构化临床护理技能模拟训练法、个案分析法等培训方
式使护士能熟练运用ISBAR沟通方式进行交接。与
此同时通过在病房张贴ISBAR海报、使用ISBAR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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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贴、改进护理交接班指引等,鼓励病区护士在临床交
接班中主动运用该沟通工具。
1.2.3 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的实施流程 第一
步:口头交班。由护士长、病区责任组长带队,交接双
方护士进行病房床头交接班,交班者携交接班报告本
至病房,首先按照ISBAR标准化沟通内容逐一交代病
人的身份、病情、背景、评估、建议。第二步:床旁查看
重点病人。要求接班护士位于病人右侧,交班护士位
于病人左侧,以便协助接班护士对病人查体时床边配
合,护士长则位于床尾,便于全面观察,对整个交接班
过程进行质量控制[2]。重点查看新入院、手术、危、急、
重症、长期卧床、进行特殊治疗及检查的病人;评估病
人所取卧位是否舒适,皮肤是否完好,各种管道是否在
位、通畅,各项护理措施是否落实,是否有正在进行的
治疗及其他状况等。第三步:交接完毕由护士长针对
重点病人现场及时讲解指导。强调当班护理工作重点
内容及注意事项,并由接班者将特殊事项记录在交班
本备注栏内,以免遗忘。
1.3 评价方法

1.3.1 护士交接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率 在护理交
接班中涉及很多内容包括病人病情变化或护理措施等
需详细交接,这个过程往往有遗漏的项目,影响护理质
量及效果。为防止差错事故的发生,使交接班工作具
有连续性,需建立护理交接班清单记录表,将需要交班
的内容记在清单表上。接班者在接班后认真阅读,及
时完成并勾选,如不能完成继续交接,在下班前认真核
对是否有遗漏。护士交接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率的计
算是参考孙洪巧等[3]的方法即如果发现病人交接班内
容不全即属于交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1例;应用观察
法于2016年1月—2016年6月分别抽取两组各80频

次一级护理病人的床旁交接班,进行观察并记录交接
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情况,根据护士交接班遗漏现象
发生率的变化来评价标准化沟通工具的应用效果。
1.3.2 护士对交接班的满意度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
士交接班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分别对两组护士进行63
频次满意度基线调查,以了解病区护士对交接班情况
的满意度情况。调查表分别从交班信息完整准确、语
言沟通条理清晰、交接准备充分、双方配合默契、病人
病情动态全面掌握等5项内容进行调查,每项在满意
(10分)、较满意(7分)、一般满意(5分)、不满意(0分)
中勾选1种,满分共计50分。最后比较两组护士对交
接班满意度调查的问卷得分情况。
1.3.3 护士对病人病情知晓度 责任护士对分管病
人“十知道”即床号、姓名、诊断、文化程度、职业、家庭
情况、阳性检查结果、病情、治疗、护理的知晓度,可以
直接反映护士对病情的掌握情况。本研究抽查两组责
任护士,分别对其进行所接班的分管病人病情“十知
道”的基线调查,以评价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对帮
助责任护士了解所接班病人病情的应用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一般资料用描述性分析频数、百分率表示,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χ2 检验、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1 两组交接班内容遗漏现象发生率比较 次(%)

组别 检查频次 交接遗漏 交接完整

对照组 80 15(18.75) 65(81.25)
观察组 80 5(6.25) 75(93.75)

  注:χ2=5.714,P=0.017。

表2 两组护士交接班满意度评分及对病人病情“十知道”得分比较(x±s) 分

组别
     交接班满意度     
检查频次 评分

   责任护士“十知道”得分   
护士人数 评分

对照组 63 35.48±5.84 14 84.32±6.80
观察组 63 48.11±1.96 14 93.57±4.44
t值 -16.623 -3.989
P 0.000 0.002

3 讨论

3.1 使用ISBAR沟通工具是提高护理质量与保证病
人安全的重要保障 确保病人安全是医院管理的职能
和宗旨,其中护理服务质量与病人安全密切相关。护
理床头交接班作为护士交接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
保证临床护理工作质量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病人得
到连续有效护理的保证[4]。而在实际工作中临床护士
往往由于经验、能力不足、工作繁忙等原因,只注重操
作,缺乏对病人全面评估和了解,容易忽视心理、社会、
家属情绪、应急、出院计划等内容,其中以低年资护士
和夜班护士尤为突出[5]。再加上老年住院病人的特殊

性,常并存多种疾病,交接班的信息量比较大,如果缺
乏对病人护理交班内容与流程的一个规范化标准,常
会出现护士交班不全面或重点不突出的问题。因此,
为了避免工作中的遗漏,保证老年住院病人护理工作
的延续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执行标准化的“交接
沟通”事项来提高有效交流,为医护人员提供及时、正
确、全面的信息,使病人信息能被系统地传递,减少不
必要的混乱,从而提高团队效率,保证护理安全,提高
护理质量[6]。通过在病区内张贴ISBAR海报、使用

ISBAR提示贴、改进护理交接班指引等,提高了护士
执行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的依从性。由于I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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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交接班模式明确了交接班制度的科学严谨性,护
士必须严格按照模板中的内容进行逐项床边清单式交
班,这就避免了护理交接班漏项,保证了护士对其所管
病人情况能够完整、准确、清楚地传递,使下一班护士
充分了解病人信息,从而减少因交接不清引发的护理
不良事件及安全隐患的发生。与此同时,通过护士长
及护理组长对病区重点病人的现场交班督导,促使护
理人员明确当班工作重点,提高预见性,从而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7],有效确保
了病人安全,护理质量得以稳步提升。
3.2 使用ISBAR沟通工具全面提升了护理专业素
质,护士对病人病情掌握能力增强 护士交接班制度
作为医疗核心制度之一,是保证临床医疗、护理工作能
够昼夜连续进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传统交接方式中
刚入职的低年资护士往往是问题发生的高风险人群,
主要原因是低年资护士对病人病情评估的内容掌握不
全,交接沟通时的条理不清晰,重点不突出[8]。为了保
证交接班质量,更好地为医生提供可靠的一线资料,护
士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准确、及时地掌握病人病情动态、
特殊处理、心理状态等,具有较高的分析、整理、归纳信
息能力。同时还需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包括专科
理论水平与应急处理能力。而标准化的交接沟通,可
有效提高交接质量,减少或消除交接过程中护理安全
隐患的发生[9]。我科在使用ISBAR沟通工具进行护
理交接时,强调护士应当严格按照标准化沟通内容对
病人进行全面的整体身心评估,逐一交代病人身份、病
情、背景、评估、建议,提出下一班次的关注重点,其格
式比较固定,这就理清了低年资护士交和接的思路,有
助于她们系统化评估病情,从而促进其专业成长。同
时ISBAR交班对护理语言提出标准化、规范化要求,
对交班内容和程序进行了调整和精简,突出重点,因此
充分培养了护士在语言组织、沟通方面的综合能力,强
化了护士评判性思维及运用护理程序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的工作能力。
3.3 使用ISBAR交班提高了护士工作责任心,工作
氛围更加和谐融洽 护理交接强调“交班交方便、接班
接困难”的原则,在执行ISBAR标准化沟通工具以后,
为了有效避免交接不全面的现象,护士会更加主动地
了解病人病情动态变化,以确保交接内容更加全面、准
确。在交接过程中接班护士能迅速了解病人的完整信
息,配合默契,因此对交接班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同
时,高效安全的交接班可以避免工作精力的转移、浪
费,利于护士工作信心的提升[10]。由于护士主动参与
管理病人、工作责任心增强,一方面促使医生对护士的
专业素养、严谨的工作态度有了高度的认同感,提升了
同行之间沟通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护士在工作中得到

病人、同行的肯定与认可,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职业荣
誉感也明显增强。

在当前卫生事业改革不断深化,公民法制观念日
益增强的环境下严格交接班管理,对提高交接班质量、
提供安全优质护理具有重要意义[11]。因此,有些学者
已经在护生中灌输这种模式[1214]。总之,ISBAR交接
班是一种安全有效、以证据为基础、以结果为导向的沟
通模式,通过交接班流程改善专案的实施,实现了本科
室交接班沟通标准化作业,提升了医护人员之间沟通
的有效性,避免了因沟通信息不畅带来的安全隐患,减
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促进
了团队协作,也进一步改善了老年病人尤其是重症病
人的护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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