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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手术室护理安全性中的应用

孙晓婷

（临沂东山医院　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１７）
【摘要】目的：集中分析在医院手术室护理中实施细节护理的具体安全性作用。方法：研究时间从２０１９年３月持续到２０２０年３月，

研究对象来自于我院接收的２１０例外科手术患者，将其打散后编号，奇数、偶数编号患者分别划分为细节组、普通组，两组均有１０５例手
术患者，前后组在手术护理中分别实施细节护理、普通护理，比较组间多项指标。结果：细节组的护理安全、护士配合度、设备管理、消毒

工作、准备工作五项评分对比普通组较高，Ｐ值均为０．０００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细节组的护理人员形象、职业素养两项评分对比普通组
较高，且细节组手术所用时间更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细节组患者对手术护理的满意度高于普通组，分别为９３．３３％、５９．０４％，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结论：在医院手术室护理中实施细节护理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形象及职业素养，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缩短手术所用时
间，且患者均高度青睐细节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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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手术室是对病人进行急救或进行相关重要手术治疗的专
用场所［１］，手术期间的护理工作除了手术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一项

工作，其特点为工作量较大、工作类型繁多、操作技术性强、工作时

间长，同时还具有很大风险性［２］。近几年有相关报道表示，医疗

纠纷或事故的部分发生原因是手术室护理中的些许偏差或失误，

手术中的护理工作一旦出现失误或缺陷，轻者影响护理质量及患

者的感受，重者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造成患者功能损伤、残疾或

死亡［３］。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医院应该每半年或每三个月

对手术室护理工作进行细节分析，对手术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

行探讨，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从而提高手术护理整体质量，促

进手术的顺利进行［４］。细节分析与管理对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

有极大的积极作用，有学者提出细节护理以普通护理为基础，将工

作细节延伸至各个方面，旨在满足患者需求及促进手术成功

率［５］，规范手术室护理工作，提高护理工作的人性化、细节化，有

助于降低手术室护理失误或偏差，减少由护理问题引起的医疗纠

纷，进而完善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６］。此次研究在医院手术室治

疗过程中实施细节护理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１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从２０１９年３月持续到２０２０年３月，研究对象来自
于我院接收的２１０例外科手术患者，将其打散后编号，奇数、偶数
编号患者分别划分为细节组、普通组，两组均有１０５例手术患者。
表１中两组数据经比对可得出，结果不具有差异性（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

组别 细节组（１０５例） 普通组（１０５例）
手术类型 微创手术（例） ２０ ２１

普外科手术（例） ２５ ２４
骨科手术（例） １２ １４
妇科手术（例） １８ １６
泌尿科手术（例） １５ １６
神经外科手术 １５ １４

年龄 年龄区间（岁） ［１８，６３］ ［１９，６１］
平均值（岁） ４５．７８±５．４４ ４５．７５±５．４１

病程 病程区间 ［０．８，３］ ［１，３］
平均值 １．４５±０．８５ １．５７±１．０１

性别 男性（例） ５２ ５３
女性（例） ５３ ５２

１．１．２纳入标准
（１）非心脏、脑部等重要器官手术的患者；（２）无精神疾病或

认知障碍的患者；（３）已经详细了解此次研究并积极参与的患者。
１．１．３排除标准

（１）不愿配合或依从性差的患者；（２）凝血功能存在异常情况
的患者；（３）对手术有严重焦虑、恐惧心理的患者。
１．２方法

细节组与普通组患者手术期间均实施普通护理：（１）准备好
手术设备、器具，将手术室温度、湿度调节至标准要求，同时通知患

者手术时间及手术要求；（２）手术中配合医生完成手术，帮助患者
调整手术体位；（３）手术完毕，做好手术室消毒工作，将病人送回
病房，并与其他工作人员完成交接工作。

此外，护理人员对细节组１０５例手术患者实施细节护理：（１）
明确手术室护理流程，结合以往手术室护理经验，将其具体流程进

行分析，将护理细节工作明确到个人。手术前将手术流程、护理各

项工作以及护理标准要求明确制定下来，然后将三项内容通知给

参加手术室护理的工作人员，并询问每个人员执行是否有问题，如

有问题及时进行调整。主要内容包括：①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固定
人员检查手术时需要用到的机器、设备以及手术工具，检查其性能

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消毒，确保相关设备仪器准备无误；②手术期
间，安排接受过培训的护理人员保证巡回工作的准确完成，同时配

合主刀医生进行手术的护理人员应高度集中，按医生需求进行擦

汗、传递手术用品等工具，及时协助医生进行手术；③手术结束后，
配合医生进行止血、消毒、缝合工作，细心地将手术室血迹、污渍擦

拭干净，对手术室及设备彻底消毒后，小心地将患者送回病房，交

接给家属，并叮嘱患者术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与病房护理人员做好

工作交接，对术后患者的伤口要求重点交接，保证患者手术后伤口

的每日护理。（２）手术室温度及湿度的护理，①手术期间的室内
温度一般需要保持在二十二度至二十五度之间，如有特殊情况，护

理人员需要及时根据标准要求调节手术室温度，确保手术期间的

适宜温度；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护理人员应贴心的为患者暴露在

外的皮肤盖上毛毯或其他保暖物件（在不影响手术的情况下），同

时提高消毒工作效率，减少患者皮肤暴露在外的时间，注意患者的

保暖情况；手术结束后，将患者的身体全部包裹住，然后送入病房。

②手术中如果需要输液，尽量使用加温器将药液加温至三十五度
至三十七度之间，然后进行输液；止血前，先用医用纱布在温盐水

（３７℃左右）中浸泡两分钟，然后用温热的纱布止血或覆盖切口。
③采用加湿器，将手术室相对湿度调节至百分之四十五 ＲＨ至百
分之六十ＲＨ之间，避免湿度过大让医生出现烦躁、闷热、出汗等
现象，影响手术操作。（３）对患者心理采取一定的护理，减少患者
的不良手术反应。①手术前，通知患者手术具体时间，并详细告知
手术主刀医生资料，对手术室环境、医生手术经验以及手术预后等

情况做详细介绍，让患者对自身手术有深刻了解，从而避免产生焦

虑或恐惧的心理，减少手术带来的精神压力；②列举一到两例手术
成功的案例，询问患者对手术是否存在疑问并帮助患者解答疑惑，

增强患者对手术成功的信心；③告知患者以及其家属大概手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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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手术流程、手术后的相关安排，让家属安心；④在手术期间，护
理人员面对患者应保持友好、真诚、关怀的护理态度，从而建立良

好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减少消极情绪及不良心理，术前２４小时，根
据患者的心理、精神状态进行不同程度的指导，帮助患者达到手术

要求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的安全感。（４）手术室具体操作以及
工作细节：①严格遵从六查十二对四工作到位、三不交接等相关护
理制度；②手术护理中的所有护理操作需要动作轻柔，并及时、准
确的完成；③进行相关工作时，应保护患者的隐私，如消毒工作时，
消毒设备准备好之后，打开需要消毒的部位，消毒之后及时遮住患

者的皮肤；④注重患者生命体征以及相关指标的检测，注意患者的
手术反应。

１．３判定指标
（１）比较组间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主要包括护理安全、护士

配合度、设备管理、消毒工作、准备工作五项指标；（２）对比护理人
员综合素质以及手术时间，综合素质包括职业素养和护理形象两

方面；（３）统计并比较组间患者对手术室护理的满意度。
１．４统计学分析

试验各指标均通过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５．０检验，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采用ｘ２检验。组间数据差异比较采用ｔ检验，卡
方比对计量资料（％）率，组间数据有差异（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分析手术期间护理质量情况

细节组的护理安全、护士配合度、设备管理、消毒工作、准备工

作五项评分对比普通组较高，Ｐ值均为０．００００，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见表２。

表２　分析手术期间护理质量情况

组别
护理安

全评分

护士配合

度评分

设备管

理评分

消毒工

作评分

准备工

作评分

细节组

ｎ＝１０５
９６．７７
±３．４７

９７．５２
±２．４６

９５．１４
±３．６４

９５．４４
±３．５８

９８．１２
±２．０８

普通组

ｎ＝１０５
９０．０１
±３．１１

８５．４２
±２．２４

８８．２１
±３．２８

８７．２６
±３．８１

８９．７７
±２．３４

Ｘ２ ２４．９５９２ ３７．２６６８ １４．４９２７ １６．０３２８ ２７．３２９０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比较护理人员综合评分及手术所用时长
细节组的护理人员形象、职业素养两项评分对比普通组较高，

且细节组手术所用时间更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比较护理人员综合评分及手术所用时长

组别 ｎ
护理人员

形象评分

职业素

养评分

手术所

用时间

细节组 １０５ ９．４７±１．３２ ９．５４±１．４７ ７３．２２±１５．３４
普通组 １０５ ５．２１±１．２２ ５．５５±１．４０ ７８．０２±１６．０８
Ｘ２ ２４．２８５６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２１３２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０

２．３比较组间患者对手术护理的满意度
细节组患者对手术护理的满意度高于普通组，分别为 ９３．

３３％、５９．０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比较组间患者对手术护理的满意度（％）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细节组ｎ＝１０５５２（４９．５２）４６（４３．８０） ７（６．６６） ９３．３３％（９８）
普通组ｎ＝１０５１２（１１．４２）４０（３８．０９）４３（４０．９５）５９．０４％（６２）

Ｘ２ ３４．０２００
Ｐ ０．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手术室是各个医院极为重要的急救场所，手术室工作质量包

括手术质量和护理质量［７］，两者与病人的生命皆有重要联系。医

院护理管理部门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降低手术室护理风险及提高

护理安全性，手术室的护理工作中存在较多复杂且不确定的不安

全因素［８］，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导致手术无法顺利进行

或失败，导致患者丧失部分功能或死亡的情况，因此在护理工作中

注重细节的分析与处理，能够极大地降低手术风险［９］。而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以及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就医过程中的护理工作需求

越来越高，医院普通的护理水平已经无法满足病人及其家属的要

求，需要提高医院护理水平［１０］。细节护理在医院部分治疗中已经

广泛使用，广大患者较为青睐该种护理；其是一种将患者的需求放

在首位，并将患者的就医感受考虑在内的新型模式。

本次手术室治疗过程中实施了细节护理与普通护理两种模

式，其中细节护理包含了普通护理，此外细致分化了四个方面，分

别是明确手术室护理流程、保证手术室适宜的温度及湿度、照顾患

者的心理状态、手术室具体操作以及工作细节护理，从这四个方面

保证手术护理的质量。研究结果表明，细节组的护理安全、护士配

合度、设备管理、消毒工作、准备工作、护理人员形象、职业素养七

项评分对比普通组较高，且细节组手术所用时间更短；另外细节组

患者对手术护理的满意度高于普通组，组间各项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综上所述，在医院手术室护理中实施细节护理，能够缩短手术

所用时间，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护理人员的形象及职业素

养，且患者均高度青睐细节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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