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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
新生儿病区作为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对医护人员的

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要求较高。

目的
引入SBAR交班模式，旨在提高新生儿病区医护人员之

间的沟通效率，确保患者安全，提升医疗质量。

背景与目的



SBAR是一种标准化的沟通模式，包括状况（Situation）、背景（Background）

、评估（Assessment）和建议（Recommendation）四个部分。

该模式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更加清晰、准确地传递患者信息，减少误解和沟通障碍。

SBAR交班模式简介



新生儿患者病情变化快，需要医护人员密切观察和及时处理。

新生儿病区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大，沟通不畅可能导致医疗差错和不良事件。同时，新生儿病区对医

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工作需要。

特点

挑战

新生儿病区特点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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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R交班模式在新生儿病区中
应用



确定需要交接的患儿信息、病情、治

疗计划、护理措施等关键内容。

明确交班内容

将患儿的病历、检查报告、治疗记录

等整理成册，方便交班人员查阅。

整理交班资料

对患儿的生命体征、病情稳定性、特

殊需求等进行评估，确保交班信息的

准确性。

评估患儿状况

与接班人员提前沟通交班计划，确保

双方对交班内容和流程有充分了解。

沟通交班计划

交班前准备工作



交班过程中信息沟通与传递

使用SBAR交班表

及时更新信息

口头交接与书面交接相结合

确认交接信息

按照SBAR（Situation现状、

Background背景、Assessment

评估、Recommendation建议）

交班表进行交接，确保信息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

如有病情变化或治疗调整，及时更

新交班信息，确保信息的实时性和

准确性。

在口头交接的同时，将重要信息记

录在交班本上，以便查阅和追溯。

接班人员对交接的信息进行确认，

确保理解正确并承担责任。



交班后效果评估与反馈

通过患儿病情观察、护

理措施落实情况等评估

交班效果，及时发现问

题并改进。

收集接班人员和医生对

交班过程和效果的反馈

意见，以便持续改进交

班质量。

定期对交班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找出原因并制定改进措

施。

针对交班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进行培训和指导，

提高护理人员的交班能

力和水平。

评估交班效果 收集反馈意见 定期总结分析 培训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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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R交班模式实践案例分析



    

成功案例分享

案例一
在某新生儿病区，通过SBAR交班模式，

医护人员能够准确、全面地掌握患儿

病情，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提高了

医疗质量和安全。

案例二
SBAR交班模式在某医院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NICU）的应用中，有效降低了

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了患儿家长满

意度。

案例三

某新生儿病区采用SBAR交班模式进行

医护沟通，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部分医护人员对SBAR交班模式认知不足，导致执行过程
中存在偏差。原因可能在于培训不到位或缺乏实践经验。

问题一

在交班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信息传递不准确或遗漏的情况。
这可能是由于交班者自身对患儿病情了解不足或表达能力
有限所致。

问题二

SBAR交班模式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如在某些紧急情况
下可能无法完全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交班。这可能与医疗环
境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有关。

问题三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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