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2 第 2卷 / 第 1期

机构都没有给予电气设备管理足够的重视。因此，电气

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检验。再者，从事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意识方面相

对较弱。这种情况使得电气设备的运行信息反馈变得不

够及时和准确，从而无法实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状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潜在的风险无法迅速被识别，故

障的位置也不能立刻锁定，从而使得紧急维修的时间变

得更长，并不能迅速地报告或修复电气设备的问题。

在管理电气设备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和

高效的审查，并对电气设备的所有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因此，当电器设备遭遇故障时，我们可以依据过去的操

作数据来迅速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但是，当前很多火

电厂并未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导致了无法及时地登记和记录运行数据。这种情况导

致技术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操作数据来评估电气设备的

潜在安全风险，从而使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营管理陷入了

被动状态。另外，在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还面临着效

率不高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挑战。目前，许多火电厂还

是依赖人工来收集数据，这使得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难以得到确保。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状况进行改革，以

提升数据采集的效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火力发电厂的电力产出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

电气设备系统也变得日益复杂。但是，传统的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无法满足火电厂当前的发展需求。然而，火电厂

的管理团队并未真正认识到管理任务的核心地位，他们

在常规操作中忽略了定期维修的必要性，没有严格遵循

安全管理规定来执行他们的职责，这导致了安全管理出

现了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可能性。

火电厂的运营管理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提升发电量和

经济回报上，但随着火电厂的持续发展，其安全管理体

系并未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导致了安全管理体系的滞后。

另外，火电厂的安全管理任务仅由特定部门承担，并未

确保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妨碍

火电厂员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尽管我们在管理过程

中融入了多种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和系统，但这些技术并

未真正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的管理仍然依赖于人工操

作，并且随着需要管理的设备数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的

效率也逐渐降低。

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为了提升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定期对电气设备进行

巡视、检修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隐患。首先，巡视是

对电气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设备的外

部观测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磨损、松动、腐蚀

等问题。例如，对电缆线路、接线箱、电气控制柜和变

压器等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连接是否松动、绝缘是否完

好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对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的内部检查和维护。通过拆卸、清洗、润滑和更换

老化零部件等措施，可以消除设备的故障隐患，并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对电动机、开关、保护装置等

关键设备进行检修，检查电机轴承的磨损情况、开关触

点的烧毁程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此外，维护

工作也包括设备的保养和调试，保养是在设备正常运行

期间进行的预防性维护工作，如润滑、紧固螺栓、清洗

过滤器等，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调试是指对新安装

或修复后的设备进行系统性的功能测试，以验证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首先，需要明确责任分工，确定各个管理层级和岗

位在电气设备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涵盖设备的日常

巡检、维护、操作、维修和故障排除等方面，确保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责任模糊或漏洞。其次，制定

管理流程，明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步骤和要求，确保

操作规范、流程明确，提高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管理效

果。在制定管理流程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流程优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此外，制定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控。

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考核和评估来实现，对电气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及时调整。通过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

和流程，提高管理效能，从而确保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

全运行。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和宣传，提高员

工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以

便更好地适应和贯彻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是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推动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管理

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首先，培训操作人员应着重于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理

论知识的学习。操作人员需要了解电气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运行参数等基本知识，掌握设备故障诊断和排

除的方法，以及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标准。其次，培训

应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

操作人员应熟悉各类电气设备的操作流程，掌握正确的

在临床医学的学习过程中，临床实习无疑是医学生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胃肠外科由于其涉及的疾

病种类繁多、护理手段差异性强，这对实习生的知识储

备和实践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挑战 [1]。而传统的

的教学模式，虽然在知识的传递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在激发学生实践能力、满足临床实际需求方面的表现却

相对较差。近年来，随着教学方法的革新和临床实习要

求的提高，临床路径教学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教育中，在

此背景下，胃肠外科护理实习教学过程不再仅仅是简单

地传授知识，而是强调让学生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通

过亲身体验和操作，逐步掌握各种专科护理技能，提高

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也为提高整体实习教学效果，奠定

了坚实基础。基于此，本文以我科34名胃肠外科实习生

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临床护理路径带教方式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胃肠外科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6 月接收的

34 名实习护理学生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常 规 组： 男 女 比 4：13， 年 龄 19-24 岁， 平 均

（21.82±1.15）岁；观察组：男女比 3：14，年龄 19-23

岁，平均（20.96±1.58）岁。两组实习生一般资料基本

无差异（P>0.05）。

1.2方法

常规组实行常规带教模式，由带教教师根据教学大

纲向学生授课，医师和护士长引导学生开展日常实习护

理工作，学生采用书面报告形式记录学习情况。

观察组开展临床路径带教，由护士长和总带教老师

根据实习大纲要求，共同完成临床护理路径带教编制工

作。实习教学以周为单位进行，具体如下：

（1）第一周：实习生进入胃肠外科后，总带教老师

需重点指导实习生全面了解科室的工作环境、工作流程

以及带教老师团队，并指导学生掌握不同的铺床方式，

同时，为保障患者的舒适与安全，还需教授学生如何为

卧床患者定期更换床单以及基础护理操作，如晨晚间护

理等，这将为学生后续临床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护理。

（2）第二周：这一阶段的带教工作更注重专科护理

技能的培训，包括口腔护理方法、口服给药注意事项、

雾化吸入方式、给氧技巧等 [2]，同时，为了提高学生实

践操作能力，培训各种注射方法及技巧，不同注射方式

的学习，并进一步开展胃肠外科疾病的理论知识的复习

和专科护理常规。

（3）第三周：这一阶段注重在护理中应用整体护理

理念。带教教师及护士长需要指导学生学习如何为患者

提供全面、系统的护理服务，包括病情观察及评估、制

定护理措施等。同时，还将指导学生学习并掌握相关护

理操作，如灌肠、插胃管、洗胃、造口护理等，这些技

能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临床工作中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

情况 [3]。重点掌握胃肠手术术前、术后护理，根据本科

室护理常规加深对胃肠外科疾病的理解，需要接续上一

阶段的理论知识复习进程。

（4）第四周：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重点将转向特

殊化验标本的采集方法。教师需教授学生如何正确采集、

保存和运送各类化验标本，并详细讲解胃肠外科的常用

药物及特殊药物，使学生深入了解不同药物的用法用量、

作用和不良反应。以及特殊用药途径，如腹腔灌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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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并要求学生进一步复习胃肠恶性肿瘤相关知识。

（5）第五周：随着实习的深入，第五周的重点在于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急救技能。在这一周，护生将正

式参与夜班工作，亲身体验夜班护理的挑战和要求。在

此期间，教师需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各种急救仪器的使

用方法，如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除颤器等 [4]。同时，

教师需要积极引导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危重患者的抢

救及护理工作中，以提高学生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

（6）第六周：教师需指导学生完成夜班工作的同时，

并教授学生如何规范、准确地书写护理文书，并要求学

生独立完成。此外，为了提升学生的教学和组织能力，

教师还将以小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7）第七周：教师需指导学生学习如何组织和开展

个案查房，包括查房前的准备、查房中的注意事项以及

查房后的总结和评价。

（8）第八周：到了第八周，实习工作将迎来总结和

考核阶段。参与出科考核，考核内容将涵盖实习期间所

学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在每周教学工作完成后，带教教师需要系统总结本

次教学内容，并对教学成效进行评价，除此之外，还要

加强对实习生的思政教育，以此及时发现并改正教学存

在的不足，提升带教质量。

1.3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学生实习结束后的考核成绩。

由教师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评价，评估学生带教前

后的学习素养。

以教师评价为主导，评价学生带教前后的职业素养

成长情况。

实习结束后，分别从教学模式、教学形式以及理论

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三个角度，评估学生的实习满意度。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所得数据，计量数据使用

（x±s）表示，行 t 检验。如差异 P ＜ 0.05，则证明研究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两组考核成绩

与 常 规 组 相 比， 观 察 组 各 项 考 核 成 绩 更 高（P

＜ 0.05）。（见表 1）

表1　考核成绩比较（x±s）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分）

基础护理操作

（分）

专科护理操作

（分）

观察组 17 93.29±3.32 92.51±2.43 91.54±3.68

常规组 17 83.57±5.28 85.05±2.55 87.24±1.63

t 6.4255 8.7321 4.4049

p 0.0000 0.0000 0.0001

2.2比较两组学习素养

教 学 前 两 组 实 习 生 各 项 学 习 素 养 基 本 无 差 异

（P>0.05），教学后观察组实习生学习素养水平显著提高，

优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2）

2.3比较两组职业素养

教学前两组实习生职业素养无明显差异（P>0.05）；

教 学 后 观 察 组 职 业 素 养 能 力 较 常 规 组 提 升 更 大（P

＜ 0.05）。（见表 3）

表2　学习素养对比（x±s）

组别 例数
学习积极性（分） 自主学习追求（分） 问题解决能力（分）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观察组 17 2.66±0.63 4.48±0.29 2.31±0.34 4.65±0.33 2.39±0.41 4.51±0.37

常规组 17 2.62±0.64 3.95±0.61 2.26±0.29 3.87±0.39 2.35±0.38 3.82±0.56

t 0.1836 3.2353 0.4613 6.2950 0.2950 4.2386

p 0.8554 0.0028 0.6477 0.0000 0.7699 0.0002

表3　职业素养比较（x±s）

组别 例数
护患沟通能力（分） 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分） 团队合作能力（分）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观察组 17 2.28±0.36 4.57±0.42 2.43±0.45 4.39±0.47 2.49±0.61 4.69±0.21

常规组 17 2.30±0.41 4.02±0.55 2.46±0.52 3.71±0.62 2.53±0.58 4.07±0.44

t 0.1511 3.2769 0.1798 3.6036 0.1959 5.2432

p 0.8808 0.0025 0.8584 0.0011 0.845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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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没有给予电气设备管理足够的重视。因此，电气

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检验。再者，从事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意识方面相

对较弱。这种情况使得电气设备的运行信息反馈变得不

够及时和准确，从而无法实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状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潜在的风险无法迅速被识别，故

障的位置也不能立刻锁定，从而使得紧急维修的时间变

得更长，并不能迅速地报告或修复电气设备的问题。

在管理电气设备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和

高效的审查，并对电气设备的所有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因此，当电器设备遭遇故障时，我们可以依据过去的操

作数据来迅速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但是，当前很多火

电厂并未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导致了无法及时地登记和记录运行数据。这种情况导

致技术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操作数据来评估电气设备的

潜在安全风险，从而使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营管理陷入了

被动状态。另外，在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还面临着效

率不高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挑战。目前，许多火电厂还

是依赖人工来收集数据，这使得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难以得到确保。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状况进行改革，以

提升数据采集的效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火力发电厂的电力产出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

电气设备系统也变得日益复杂。但是，传统的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无法满足火电厂当前的发展需求。然而，火电厂

的管理团队并未真正认识到管理任务的核心地位，他们

在常规操作中忽略了定期维修的必要性，没有严格遵循

安全管理规定来执行他们的职责，这导致了安全管理出

现了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可能性。

火电厂的运营管理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提升发电量和

经济回报上，但随着火电厂的持续发展，其安全管理体

系并未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导致了安全管理体系的滞后。

另外，火电厂的安全管理任务仅由特定部门承担，并未

确保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妨碍

火电厂员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尽管我们在管理过程

中融入了多种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和系统，但这些技术并

未真正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的管理仍然依赖于人工操

作，并且随着需要管理的设备数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的

效率也逐渐降低。

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为了提升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定期对电气设备进行

巡视、检修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隐患。首先，巡视是

对电气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设备的外

部观测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磨损、松动、腐蚀

等问题。例如，对电缆线路、接线箱、电气控制柜和变

压器等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连接是否松动、绝缘是否完

好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对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的内部检查和维护。通过拆卸、清洗、润滑和更换

老化零部件等措施，可以消除设备的故障隐患，并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对电动机、开关、保护装置等

关键设备进行检修，检查电机轴承的磨损情况、开关触

点的烧毁程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此外，维护

工作也包括设备的保养和调试，保养是在设备正常运行

期间进行的预防性维护工作，如润滑、紧固螺栓、清洗

过滤器等，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调试是指对新安装

或修复后的设备进行系统性的功能测试，以验证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首先，需要明确责任分工，确定各个管理层级和岗

位在电气设备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涵盖设备的日常

巡检、维护、操作、维修和故障排除等方面，确保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责任模糊或漏洞。其次，制定

管理流程，明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步骤和要求，确保

操作规范、流程明确，提高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管理效

果。在制定管理流程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流程优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此外，制定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控。

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考核和评估来实现，对电气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及时调整。通过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

和流程，提高管理效能，从而确保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

全运行。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和宣传，提高员

工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以

便更好地适应和贯彻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是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推动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管理

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首先，培训操作人员应着重于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理

论知识的学习。操作人员需要了解电气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运行参数等基本知识，掌握设备故障诊断和排

除的方法，以及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标准。其次，培训

应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

操作人员应熟悉各类电气设备的操作流程，掌握正确的

2.4比较两组实习满意度

观 察 组 从 各 方 面 均 对 实 习 更 为 满 意（P ＜ 0.05）。

（见表 4）

表4　实习满意度对比（x±s）

组别 例数
教学计划合理

性（分）

教学形式多样

性（分）

理论与临床结

合程度（分）

观察组 17 9.18±2.83 8.59±2.08 9.12±2.62

常规组 17 7.12±2.85 7.01±2.21 6.95±2.31

t 2.1147 2.1465 2.5615

p 0.0423 0.0395 0.0153

3　讨论

临床路径代表着一种标准化的临床诊疗护理方法，

近年来，这种管理模式在医疗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

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和护理计划，帮

助患者更好地实现康复，同时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5]。对

于护理专业学生来说，临床实习是其学习生涯中的关键环

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身处于真实的医疗环境，亲

身参与到临床诊疗的过程中，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过

往所学的理论知识，并能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此外，临床实习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的胃肠外科护理实习中，实习生往往依赖于

跟随带教教师进行学习，受到实际临床工作多变情况的

影响，不同的带教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和侧重点具有差

异性，导致实习过程具有一定随机性，实习生的知识和

技能水平也参差不齐 [6]。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

适应现代医疗管理对临床路径的要求。相比之下，采用

临床护理路径带教模式则能够有效规避这些问题。在这

种教学模式中，临床路径的制定是基于医师、带教教师、

护士长等人员的共同合作而制定的，能够有效确保带教

内容的丰富性和实践性，同时，根据带教路径进行教学，

不仅明确了实习任务、时间安排、考核标准等内容，还

可以提升实习生对教学内容认识的全面性，从而激发起

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临床护理路径带

教模式还注重教学的完整性和严谨性 [7]。在每一阶段的

实习任务完成后，都需要师生共同确认，这一环节不仅

是对实习生学习成果的认可，也是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

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实习生能够按照既定的临床路径

进行学习和实践，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比较两组实习生的考核成绩、

学习素养、职业素养以及实习满意度指标后，发现观察

组的各项指标表现均较常规组更好（P ＜ 0.05）。这表明

临床护理路径带教模式在胃肠外科护理实习教学中的有

效性，更凸显了其在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方面的潜力。具体来说，这种教学模式通过明确教学进

度和内容，设定了清晰的教学目标与时间安排，有效避

免了知识遗漏或重复讲解的情况，有助于使实习生全面

掌握所学知识，并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8]。同时，在这

种模式下，实习生的学习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更多

的是主动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此外，临

床护理路径带教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是一种渐进式

的学习方式，这有助于实习生逐步适应临床环境，更好

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升临床操作规范化水

平。此外，该模式还注重培养实习生的职业素养和实习

满意度，这将为其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带教模式在胃肠外科护理

实习教学中具有显著优势。其不仅能够提高实习生的学

习效果、综合素养和实习满意度，还能实现临床护理教

学的标准化，进而推动我国护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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