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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临床手术室常见的护理安全隐患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收集和分析，同时积极采取应对性策略和规范化护理，评价护理干预
的质量和效果，分析有关方法的临床应用优势。方法 在本院手术室所有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中，抽取 70 例作为研究群体，并按照收治阶
段的差异，将开展风险防范护理干预之前的患者设定为对照组，而开展相关防范措施之后阶段所收治患者设定为观察组。在两组人数一致
情况下，其余高度相似，仅有阶段和方法的差异。对照组患者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则与此同时明确责任划分、加强风险防范。开展相关
护理之后，收集两组患者常见的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如器械准备、操作规范、公共设施和护患沟通几个方面，统计最终总发生率情况
是否出现明显不同，观察最终发展的效果。结果 在临床分别开展干预之后发现了个明显的差异现象，观察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明
显要更低一些（P＜0.05），取得了更加满意的护理风险防范效果，对患者影响更为积极一些。结论 手术室护理具备着高风险性，通过针对
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应用，可以普遍性提升临床护理的质量和效果，其防范效果相对较好一些，有助于保障手术护理顺利进行，规避常见不
安全因素，优化临床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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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外科手术治疗是很多疾病的首选，通过有效的手术治疗可以辅
助患者身心健康的早期恢复，而手术室作为高风险科室，其护理活
动的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多，需要对其隐患以及常见的影响因素积极
进行分析，再进一步开展适宜性的护理干预，做好各种护理风险防
范管理，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护理效果[1]。可以肯定的是，护理质量
与护理风险呈现高度联系，二者呈现负相关，质量提高离不开有效
的风险防范，而针对常见的护理风险，还需要积极提升护理人员的
责任意识、风险观念和专业水平。通过适宜性的风险防范，可以辅
助护理质量的优化与提高，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规避常见
的安全隐患，提高护理满意度[2]。针对这一特点，本次研究收集开
展全面风险防范前的患者和风险防范措施应用之后的患者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情况进行对比，评价有关方法的应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0 例手术室接受手术治疗患者均为本院所收治相关群体中随机

选取，根据其收治阶段差异，没有开展系统性风险防范之前的患者设
定为对照组（n=35），现阶段开展相关干预的患者设定为观察组
（n=35）。患者年龄在 22-54 岁之间，平均（37.5±2.1）岁，手术类
型包括胸科普外手术、妇产科手术等，满足手术指征等各方面的要求，
病历资料完整，均为择期手术，无急诊手术。在这基础上，所有患者
彼此之间相关情况高度相似（P＞0.05），仅有收治时间和不同阶段应
用的护理方法差异，故而有关对照实验的结果具备参考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常规开展护理，严格进行查对，配合手术顺利进行，

观察生命体征，术后将患者送至病房进行交接。观察组患者开展护
理的过程中，加强风险的防范，首先全面化护理工作制度，根据现

有护理活动的开展针对性的分配相关护理活动，按照护士能力以及
专业水平进行责任划分，完善用药和消毒制度，明确工作责任。对
具体工作活动的责任有效划分，并准确记录，如出现问题能够及时
找到责任人，避免出现落实困难的问题。其次强化护理人员的专业
水平和操作规范性，落实质检制度，定期积极进行培训，辅助护理
人员现有的专业水平提高，并充分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对常见
风险如器械准备、操作规范、公共设施和护患沟通进行学习，了解
手术室患者的常见特点以及手术治疗的器械要求等等，着重培养人
文精神和沟通能力。最后合理进行排班，改善护理人员责任意识和
工作压力，强化服务意识降低工作压力，进一步有效的致力于风险
防范中，规避常见的风险隐患等问题。定期根据反馈情况，进行风
险防范措施的调整，对常见风险进行学习，围绕着风险事件提出针
对性防范措施，总结既往风险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避免相
关问题的再度发生，优化临床护理质量。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临床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情况进行对比，其中具

体包括了器械准备不足、操作规范缺乏、公共设施问题和护患沟通
不足，发生率越低则表示整体的风险预防和护理质量越高。 

1.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利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计

数资料用%表示。采用 t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较为显著，
具备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分别开展不同的护理干预之后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
的差异现象，观察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的总发生率明显要更低一些
（P＜0.05），证明有关护理方法和防范措施取得了更好的干预效果。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情况对比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器械准备 操作规范 公共设施 护患沟通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5 例 1 例 1 例 0 例 1 例 3 例（8.57%） 
对照组 35 例 3 例 2 例 1 例 4 例 10 例（28.57%） 

t / 7.891 
P / 0.001 

3.结论 
手术治疗本身就附带着自身护理风险，在具体开展护理的过程

中，也需要结合风险特点针对性的进行干预，才能取得更好的护理
质量[3]。手术室护理的过程中其风险相对较多，也存在着一系列的
安全隐患，相关活动对于护理质量的要求较高，只有针对性的开展
防范之后，整体的护理质量才可以得到优化和提高，避免出现护理
质量方面的问题，保障手术的顺利完成。开展系统性防范之后发现，
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降低，护理质量得到了优化。 

如上所述，护理安全风险主要是与护理人员的沟通不足、安全
意识不够、规范化操作缺乏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针对性采取防范
措施之后，整体的护理质量可以得到优化，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可

以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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