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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在院内患者转运中的作用

仲小君许容芳

南通市肿瘤医院江苏南通226361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在院内患者转运中的作用。方法：选择2022年1月-2022年12月医院

收治的患者72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将2022年1月到6月期间入院的患者纳入对照组 (n=36 例，实施常规转运程

序管理),将2022年7月到12月入院的患者纳入观察组 (n=36 例，实施安全运转程序管理)。对比两组转运时间、患者满

意度、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从转运时间方面对比，实施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后，观察组的转运时间显著缩短，数据

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从患者满意度方面对比，观察组患者对于转运工作的满

意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从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对比，观察组出现不良事件的概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针对院内转运，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实施安全转运程序管理有利于提升转运

效率并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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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afe transport procedure management in the transport of patients in
hospital.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n=36 cases, routine transport
procedure management) and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6 cases,
safe operation procedure manage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ransport tim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transport
adverse even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er tim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 transport procedure management, the transit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e data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from
the aspect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transport wor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ransport,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in-hospital transpor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afety manag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 transfer procedure managemen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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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转运是指在医院内部进行的患者转移活动，包括

手术室、检查室、病区之间的转运等川。这是医院中常见

的活动，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患者安全问题。院内转运是

医院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服

务。通过规范的转运程序管理，可以降低转运过程中的风险，

保障患者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健康2。合理的转运安

排和细致的服务，也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增强患者对

医院的信任感。因此，对于院内转运，需要规范化的转运

程序管理，并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保障患者在转运过程

中的安全性和健康。同时，转运人员需要接受专业培训

和考核，提高其技能水平和责任心，减少人为因素对患者

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分析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对院

内转运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22年1月-2022年12月医院收治的患者7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将2022年1月到6月期

间入院的患者纳入对照组 (n=36 例，实施常规转运程序管

理),将2022年7月到12月入院的患者纳入观察组 (n=36

例，实施安全运转程序管理)。对照组男23例，女13例，

年龄23~45岁，平均年龄为(32.91±5.29)岁，患者类型：

脑血管意外10例，急性心肌梗死10例，消化道出血11例，

呼吸衰竭5例。观察组男21例，女15例，年龄22~48岁，

平均年龄为(34.78±6.14)岁，患者类型：脑血管意外10例，

急性心肌梗死10例，消化道出血10例，呼吸衰竭6例。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患者纳入标准： (1)年龄在18-80岁之间。 ( 2 ) 需

要进行院内转运的患者。 (3)患者可以配合研究，能够按

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转运。 (4)患者没有严重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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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严重的基础疾病。

患者排除标准： (1)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80岁。(2)

患有严重的心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严重的基础疾病。

(3)不能配合研究，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转运。

1.2研究方法

1.2.1对照组实施常规转运程序管理

对照组实施常规转运程序管理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制定标准操作程序：确定常规转运程序的标

准操作流程，包括转运前、转运中和转运后的各项操作步

骤，以确保转运过程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2)培训转运人

员：对转运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和责任心，

使其能够熟练掌握常规转运程序的操作流程，并能够及时

应对突发情况。 (3)采用标准转运设备：使用符合标准的

转运设备，如担架、轮椅、呼吸机等，确保设备的质量和

安全性。 (4)定期巡查检查：定期对转运设备和环境进行

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保证转运过程的安全和

顺利进行。 (5)患者安全评估：在转运前对患者进行安全

评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相应的转运方案，

确保患者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和舒适。

1.2.2观察组实施安全转运程序管理

在常规管理的基础上，对观察组患者进行一系列的安

全干预和改进，以提高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性和质量。具体

措施如下：

(1)制定安全转运操作流程：在常规转运程序的基础

上，制定安全转运操作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操作细节和

注意事项，包括转运前、转运中和转运后的各项操作步骤，

以确保转运过程的安全和顺利进行。(2)增加转运设备监测

增加转运设备的监测频率，对设备进行更加细致地检查和

维护，确保设备的正常工作和安全性。 (3)建立转运人员

考核机制：建立转运人员考核机制，对转运人员进行定期

考核，评估其技能水平和责任心，并对不合格人员进行培

训和管理。 (4)提供专业培训：为转运人员提供专业培训，

包括急救技能、心理疏导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其应

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5)加强患者安全评估：在转运前对

患者进行更加细致的安全评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

况，制定更为个性化的转运方案，确保患者在转运过程中

的安全和舒适。 (6)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加强与其他科室

和医护人员的沟通协调，确保转运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衔

接和协调，减少转运过程中的误操作和不良事件发生。(7)

采用先进转运设备：采用先进的转运设备，如多功能担架、

多功能监护仪等，提高转运设备的质量和安全性，为患者

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转运服务。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观察组患者在院

内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性和质量，减少转运过程中的意外事

故和不良事件发生。同时，也可以提高转运人员的专业水

平和责任心，为提高院内患者转运的安全性和质量提供参

考。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组实施安全转运程序管理时，也

需要严格遵守医疗伦理和患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保障

患者的安全和权益。

1.3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转运时间、患者满意度、转运不良

事件发生率。

患者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与不满意

四个等级，患者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

×100%。

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常见不良事件包括设备故障、

供氧中断、输液管脱落，不良事件发生率=(设备故障+

供氧中断+输液管脱落)/总例数×100%。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用“±$”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广检验，并以

率(%)表示， P<0.05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转运时间对比

观察组患者转运时间为(12.33±5.31)min, 对照组患

者转运时间为(16.25±6.24)min, 观察组患者转运时间低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t=2.871,
P=0.005<0.05)。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非常满意患者13例(36.11%),满意患者17

例(47.22%),一般患者4例(11. 11%),不满意患者2

例(5.56%),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83.33%。对照组非常

满意患者11例(30.56%),满意患者14例(38.89%),

一般患者7例(19.44%),不满意患者4例(11. 11%),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69.44%,对比可知，观察组患者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t=12.087,P=0.001<0.05)。

2.3观察组与对照组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为5.56%,对照组转运不

良事件发生率为13.89%,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数

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1:

表1察组与对照组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设备故障 供养中断 输液管脱落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对照组

x²

P

36

36

1(2.78)

2(5.56)

0.967

0.325

1(2.78)

2(5.56)

0.967

0.325

0(0)

1(2.78)

2.819

0.093

5.56%

13.89%

3.952

0.047

3结论

院内转运是医疗机构的重要部分，它是将患者从一个
部门或病房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病房的过程。这个过程对

于患者的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院内转运过程中，

患者需要经过各种检查和治疗，如手术、放射治疗、化疗

等，这些治疗过程需要不同的设备和专业人员的支持，因

此，患者需要在不同的部门或病房之间进行转运。然而，

在院内转运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不良事件，如患者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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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故障、输液泄漏等，这些事件会给患者的身体健康以

及转运的安全性造成不良影响。为了保障院内转运的安全

性，需要在转运过程中进行安全管理，建立完善的转运制

度和流程，加强转运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加强对转运过程

的监管和评估，不断提高转运的安全性和效率，为患者的

治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15-6

常规转运程序管理原则是在转运过程中，遵循一定的

规范和标准，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实施过程中，

需要明确转运流程、确保设备和药品的安全、加强转运人

员的培训和管理以及加强转运过程的监管和评估等，在具

体实施中，容易出现转运人员素质和技能不足、设备及药

品管理不到位以及突发情况处理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需

要对院内转运的程序管理模式进行优化7。安全转运程序

管理是指在医疗机构内，对患者进行转运的过程中，采取

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个过

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转运人员、设备、药品、患者等多

个环节图。安全转运程序管理相比常规转运程序管理，具

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提高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强调对转运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

理，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9。在转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如

设备故障、药品过期、患者身体不适等，这些问题如果不

能及时处理，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影响。通过安全转

运程序管理，可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确保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第二，

加强对转运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安全转运程序管理要求转

运人员具备专业的技能和知识，熟悉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

和操作流程。医疗机构应该定期对转运人员进行培训和考

核，确保其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第三，加强设备和药

品的管理。安全转运程序管理要求在转运前需要检查设备

和药品的完好性和有效期，确保设备和药品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在转运过程中，应该对设备和药品进行监测和管理，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保证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设

备和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第四，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在转运过程中，患者

需要经历各种治疗和检查，如果转运过程出现问题，可能

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甚至影响治疗效果。

通过安全转运程序管理，可以提高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让患者感受到医疗机构的专业和关爱，从而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综上所述，安全院内转运程序管理能够有效提升转运

效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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