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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综合医院应对全员核酸检测保障任务时,项目管理理论在护理人力资源应急管理中的

应用经验。方法
 

运用项目管理理论的科学方法,包括启动核酸采样护理应急项目组,制订护理人力资源调配库入选计划、人员素

质能力提升培训计划,实施双轨制工作模式,重视过程管控。评价项目管理实施后护理人力资源调配、核酸采样及人力资源管理

质量状况。结果
 

2021年8月3~12日,调配护理人力资源23批、计680人;完成108个采样点超30万人次的核酸采样,受检者

未发生交叉感染,护理人员无职业暴露发生;双轨制工作模式下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未出现明显下滑,管理质量达标。结论
 

项

目管理有利于护理人力资源的高效调配与双轨制工作模式的稳步运行,可为今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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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management
 

ap-

proach
 

was
 

utilized
 

in
 

nursing
 

workforce
 

allocation
 

for
 

population-wide
 

specimen
 

collection
 

for
 

COVID-19
 

testing,
 

including
 

for-
ming

 

a
 

nursing
 

project
 

team,
 

formulating
 

emergency
 

response
 

rosters,
 

formulating
 

training
 

plan
 

to
 

enhance
 

nurses'
 

professional
 

quality,
 

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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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mode,
 

and
 

strengthening
 

process
 

control.
 

Allocation
 

of
 

nursing
 

workforc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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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ere
 

evaluat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Results
 

Du-
ring

 

3-12
 

August
 

2021,
 

23
 

batches
 

involving
 

680
 

nurses
 

were
 

allocat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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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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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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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samples
 

were
 

collected.There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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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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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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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exposure
 

among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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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Conclusion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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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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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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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mooth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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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track
 

working
 

mode,
 

which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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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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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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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

至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两个世纪以来第五

个全球性疫情[1]。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成功

的国家,但境外疫情形势持续紧张,我国仍面临着境

外“输入、倒灌”的风险。2021年8月因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管控失守致疫情传播链延伸至全国多地[2],8
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受其影响部分区域被划定为中

风险地区,实行“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的封闭管理,武
汉市卫健委要求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实施全市全员

核酸检测[3]。我院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医疗保障中

心,积极防疫抗疫,义不容辞。护理部立即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调配、集结护理人

员投入社区、企业、机构,应用项目管理理论的科学方

法,圆满完成应采尽采、应检尽检的保障任务,现介绍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为华中地区一所大型综合性三

级甲等公立医院,由本部、肿瘤中心分院、西区分院、
金银湖分院4个院区组成,“1+3”四位一体的立体化

布局实行同质化管理。医院共有护理人员4
 

000余

名,多年来对在职护士实行分层培养管理,形成了新

护士、初级、中级、高级及专科护士多层次护理人才结

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疑似、确诊患者的隔

离救治、辖区新冠疫苗接种到支援省市核酸检测采

样,我院护理人力资源调配的及时、持续性,医院感染

防控的有效性,突发事件应急培训的系统性,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提供有力保障。
1.2 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鲜明的项目特点[4]。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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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其他医院突发应急事件救援经验[5],本次核酸检测

采样应急任务应用项目管理的方法进行,包括项目启

动、计划、执行、控制、结束5个过程[4]。
1.2.1 项目启动 成立核酸采样护理应急项目组,
对应急项目组进行层级设置,建立决策层、管理层、执
行层为主体的三级管理架构。决策层由分管院领导

组成,主要结合国家、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医院总

体要求进行统筹部署;管理层由护理部主任、副主任

组成,负责结合医院护理工作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

与协调管理;执行层由总护士长、护士长、专业护士组

成,主要任务是进驻社区、企业、机构执行核酸采样任

务。通过清晰界定项目组各层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以
保障工作的高效与有序。
1.2.2 项目计划

1.2.2.1 制订护理人力资源调配库入选计划 护理

人力储备系统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措

施[6]。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现公共卫生、重症救治

和护理等方面人才不足。为此,自2020年4月29日

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7]以来,我院在全院范围开

展核酸采样资质培训,并计划性实施护理人才培养战

略,推行重症护理院内进修培养模式,经考核合格取

得重症护理进修资质证者优先入选医院突发应急事

件调配库。基于此,本次疫情护理部借鉴前期应对疫

情的成功经验[8],根据遴选标准继续分批储备护理人

力资源调配库,遴选标准:①自愿参与;②有核酸采样

培训资质证或核酸采样经验;③身体素质好;④党员

优先、有院内重症护理进修资历优先、有抗疫一线支

援经验优先。
1.2.2.2 制订人员素质能力提升培训计划 结合湖

北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在全省卫

生健康系统开展“大培训、大练兵、大督查”活动的通

知》(鄂卫办通[2020]25号),开展人员素质能力提升

培训。①培训内容及方法。a.全院普及培训:联合医

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人事处职能部门开展线上培训,
由感染管理办公室制作培训讲义与视频,人事处上传

至OA系统办公平台,护理部上传下达至全院所有护

理人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德尔塔毒株特点、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基本要求、医务人员健康管理等。b.调
配库人员专项培训:对入选核酸采样护理人力资源调

配库的所有人员进行个人防护专项培训,由护理部通

过“317护”护理培训平台推送培训资料至调配库个

人。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防护物资选用、穿脱防护服、
咽试子采集、医疗废物处置、环境消杀处置、呼吸道职

业暴露处置等。②考核:培训结束后线上完成考核,
由科室负责人督导落实,普及培训考核结果与个人年

度绩效挂钩,专项培训考核护理部管理平台同步监测

至库内人员全部达标。
1.2.3 项目执行

实施双轨制工作模式,保障院内日常诊疗救治、

院外核酸检测采样同步运行。
1.2.3.1 院内日常诊疗救治 协调医院医学工程

科、计算机管理中心,增设护理部相关信息系统使用

权限和功能,实现对全院各院区各病区床护比、床位

利用率的可视化、动态化监测,保障护理人力资源调

配的合理性、均衡性。协调门诊办公室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推行线上线下联动诊疗,
在传统线下就诊模式基础上提供线上分时段预约诊

疗、自助开单、线上问诊、智能导诊、候诊提醒、检验结

果查询等服务,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节省人力,
保障工作质量。
1.2.3.2 院外核酸检测采样 根据采样现场环境及

工作要求,对项目组执行层内部架构进行细化,具体

分为综合管理组、信息采集组、专业采样组、医疗及后

勤保障组,明确各组人员岗位职责及任务要求。①综

合管理组:由带队的护理组长担任,负责对项目团队

成员进行岗位安排,对现场各小组的工作进行动态评

估、检查、协调、调整,保证工作质量与效率;落实上传

下达,随时为上级提供最新核酸采样信息,以便上级

及时了解全局,妥善进行决策和管理。②信息采集

组:根据现场采样的受检者量,配合社区、企业、机构

的工作人员进行受检者信息采集,完成核酸采样试管

条码编号的核贴。③专业采样组:与信息采集组对

接,核对受检者信息,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按照采样流

程、采样规范实施采样操作。④医疗保障组:对各核

酸采样站点进行巡视,及时对现场工作人员及受检者

做好医疗救治保障工作;各采样站点标本采取完成后

按照规范要求对标本、医疗废物等进行处置转运。⑤
后勤保障组:负责防护物品、消毒物品等物资准备、分
发、补给、调度;项目团队成员就餐、饮水;采样前后场

地的环境消杀等。
1.2.4 项目控制 有效的监督管理与控制是项目管

理的重要内容[9]。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席卷正值

炎热的酷暑之季,采样站点大多位于户外帐篷临时搭

建场所,医务人员面临着中暑、脱水等身体反应。项

目组应用PDCA循环进行过程管控,不断检讨、优化

具体管理和执行细节,如采样过程中安排综合管理组

随时关注受检者数量、护理人员身心状况,对专业采

样组成员实行轮岗轮换[10];安排医疗、后勤保障组不

间断巡视,及时了解保障需求;项目决策层、管理层人

员不定时深入一线调研,根据调研现状和带队护理组

长的反馈动态增补或减少人力投入。
1.2.5 项目结束 项目结束标准:①所负责核酸采

样站点的市民顺利接受采样;②完成采样站点环境消

杀处置、医疗废物转运处置、采样标本送检处置;③项

目团队成员安全集体返回医院,核酸检测结果、健康

码、行程码正常后返岗。
1.3 评价方法 ①护理人力资源调配情况:统计项

目结束日止我院护理人力资源调配批次数、人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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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采样情况:统计项目结束日止我院累计投入采样

站点数、采样人次数以及受检者、采样护理人员的感

染率。③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检查临床护理单元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落实情况。采用我院自制的护理

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控制评价工具,内容包括人岗匹

配、排班、岗位分层、层级搭配、动态调配是否得当5
个项目,每项20分,满分100分,≥95分达到我院管

理标准。
2 结果

2.1 护理人力资源调配情况 该项目实施时间为

2021年8月3~12日,分批遴选护理人员800名进入

护理人力资源调配库,结合全院各病区床护比、床位

利用率,累计动态调配库内人员23批次,共计护士

680名。详见表1。
表1 护理人力资源调配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性别

 男 53(7.79)

 女 627(92.21)
职称

 护士 246(36.18)

 护师 265(38.97)

 主管护师 150(22.06)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9(2.79)
学历

 专科 56(8.24)

 本科 583(85.73)

 硕士及以上 41(6.03)
工作年限(年)

 1~ 242(35.59)

 6~ 230(33.82)

 11~ 152(22.35)

 >20 56(8.24)
党员

 是 236(34.71)

 否 444(65.29)
曾参加一线抗疫

 是 523(76.91)

 否 157(23.09)

2.2 核酸采样情况 项目实施10
 

d内,我院共完成

108个采样点超30万人次核酸采样,受检者未发生

交叉感染,核酸采样护理人员零感染。
2.3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评价 随机抽查全院

34个临床护理单元进行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控

制,质控总得分(96.15±1.04)分,其中人岗匹配

(19.71±0.27)分,合理排班(19.16±0.32)分,岗位

分层(19.20±0.38)分,层级搭配(19.29±0.21)分,
动态调配(19.55±0.43)分,均达标,表明项目管理保

障了医院双轨制工作模式下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

未出现明显下滑。

3 讨论

3.1 项目管理有利于护理人力资源的高效调配 建

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护理应急管理系统,加强护理

队伍协调与管理,是确保救治工作迅速有序开展的重

要前提[11-12]。此次疫情,我院以传统的三级护理管理

体系为基础,组建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核酸采样

护理应急项目组,清晰界定各层关系与作用,协同配

合;同时细化项目组执行层内部架构,明确成员任务

与岗位职责,分工明确。项目管理是一种适合于资源

有限、关系复杂、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的临时性、一次

性工作的管理技术和方法。项目管理实施后,800名

高素质护理人员迅速有序入选至调配库,保障护理人

力资源调配更加高效,不仅保质,而且保量。经调配

的项目成员本科以上者占比达90%以上,中级以上

层级护士超过50%,大部分人员具有新冠肺炎一线

抗疫经验,短时间内顺利调配项目团队23批次、人员

680名。
3.2 项目管理有利于双轨制工作模式的稳步运行 
本次疫情存在以下形势特点:①双轨制工作模式。相

较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医院整合或关闭普通病区举全

院之力抗疫,本次疫情处于常态化防控时期,院内日

常诊疗救治工作已全面恢复,院外核酸检测任务使医

院面临双轨制工作模式,人力资源更加有限。②时间

紧迫。本次疫情反弹的病毒源———德尔塔病毒株,传
播力 更 强、潜 伏 期 或 传 代 间 隔 缩 短、病 毒 载 量 更

高[13],必须迅速完成核酸检测排查。③责任重大。
首次联合社区、企业、机构等开展规模庞大的保障任

务,责任重大。本研究采用项目管理法,通过因势评

估,项目执行阶段全方位动态监测全院护理人力资源

分布及利用情况,合理、均衡调配全院护理人力资源,
并在项目控制阶段不断优化管理、执行细节,最终有

效实现了三方保障:受检者保障,短时间内完成超30
万人次的核酸检测,受检者无交叉感染发生;工作人

员保障,护理人员零感染,无职业暴露发生;管理质量

保障,临床护理单元护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达标,未
出现明显下滑。可以说,本次疫情我院实施的项目管

理法,保障了院内日常诊疗救治、院外核酸检测采样

的同步稳定运行。
综上所述,德尔塔毒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

院迅速采用项目管理法应对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应急

任务,通过项目启动、计划、执行、控制、结束5个过

程,既有效保障了院内日常救治工作的正常运行,亦
实现了院外应急任务的护理人力调度与管理,可为今

后更好地应对疫情反弹、实施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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