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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访视、术后随访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实践体会

于耀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上海 201700

【摘 要】：目的：分析手术室护理中 术前访视、术后随访的效果。 方法：双盲法随机抽取并均分 62例手术患者（2021年 3
月－11月），对照组— — 常规手术室护理，观察组— —常规手术室护理+术前访视、术后随访，对比两 组效果。 结果：观察
组护理后各项评分（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不 良事 件 发生率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拓宽手术室护理
的范围增加术前方式和术后随访，对改善患者心态、提升其生活品质十分有利，能提升患者手术的安全性，最大程度地降低
不 良事 件 出现的概率，获得更多患者的认可，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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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visit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62 surgical patients (from March to Nov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operating
room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routine operating room nursing + preoperative visit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by
double-blind metho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psychological state,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increasing preoperative methods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is
very beneficial to improve patients' ment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can improv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surger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obtain more patients' recogni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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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中 对于 一 些 疾病来说手术是唯一 的、有效的治疗手
段，虽然通过手术能将病灶有效清除，但是在大多数患者心
目中 只有影响到生命的疾病才会进行手术，因此在等待手术
的期间大部分患者都有严 重的不 良情绪，会对机体多个 系统
造成严 重不 良影响，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神经和内分泌系统，
患者会出现严 重的应激反应如血压骤然升高等[1 ]。 以 往临 床
中 常用的常规手术室护理，护理人 员只是在手术中 配合医生
的操作 ，已经不 能满足现代 患者的实际需求。 随着我国医疗
领域的不 断发展，对护理模式进行了 改革和创新，弥补了 常
规手术护理的缺陷，在优化护理措施的基础上 增加了 术前访
视和术后随访，为 顺利完成手术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提升了
手术和预后效果。 在手术前访视患者，了 解患者的信息，在
交 流中 做好心理评估和干预，向患者详细讲解手术所能取得
的效果、手术中 如何配合护理和治疗操作 、手术中 可能出现
的不 良反应以 及预防措施等；手术顺利完成、患者麻醉清醒
后，立即告知患者手术十分成功；术后对患者回访，全方位
满足患者的需求（心理、生理、社会等），将现代 护理理念
（以 患者为 中 心）贯穿整个 围手术期，护理人 员能够在第一
时间发现并发症，实现早治疗，避免对手术效果造成严 重影
响，缩短患者恢复的时间[2]。 本研究分析了 手术室护理中 术

前访视、术后随访的效果，阐述如下 。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以 双盲法随机抽取 20 21 年 3月

－11 月的 62例手术患者研究，纳入自愿参与 、资料齐全并
签署知情文件 ，排除存在手术禁忌症、精神和意识障碍、不
能使用语言交 流等患者，对照组年龄 23-68岁，均值（52.37
± 4.23）岁，体重 48-76k g、均值（68.32± 6.26）k g，男女比
例（17:14），妇科骨科普外科手术比例（12：8：11）；观
察组年龄 22-69岁、均值（52.59± 4.31）岁，体重 47-78k g、
均值（68.82± 6.47）k g，男女比例（19:12），妇科骨科普外
科手术比例（10 ：9：12）。 一 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
＞0 .0 5）。

1 .2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指导患者完成术前检查、从 心理角度给予 其护理

干预、口头简单健康宣教等常规手术室护理。
1.2.2观察组
观察组：常规手术室护理+术前访视、术后随访。 （1）

手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 护理人 员在接到手术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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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定访视患者的时间（一 般为 术前 1d），对患者的病情和
术前基础检查结果全面了 解，主 动向临 床医师了 解患者的手
术流程，综合各种信息为 患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评估患者在术中 和术后可能出现的不 良事 件 ，采取预见性干
预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要将手术前准备工作 做好，主 要
包括：了 解患者年龄、感染和过敏情况、皮肤准备、术前检
查等。 （2）术前访视的一 个 主 要任 务是和患者进行语言沟
通，评估患者心理变化情况，从 心理角度在术前对患者进行
护理干预。 首先护理人 员要向患者进行自我介 绍，向其讲解
手术的必要性、有效性、安全性；了 解患者病情、营养和肢
体活动情况、压疮等并发症情况；叮嘱患者手术前一 晚 9点
后绝对禁饮食，进入手术室时不 能携带贵重物品（假牙、手
表、首饰、手机等）；结合患者的认知情况向患者接受手术
相关信息，使其做好面对麻醉和手术操作 的心理准备；告知
患者及其家属接送患者的时间；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检测，
评估腹部脊柱情况，建立静脉通路；如果患者恐惧等不 良情
绪较为 严 重，需要采取心理干预措施。 （3）将患者接入手
术室后，首先要和蔼地介 绍手术室中 的设备，护理人 员在麻
醉前这个 大部分患者都极度紧张、恐惧的环节，要仔 细观察
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通过语言和抚触的方式缓解患者不 良
情绪，指导患者处于 尽可能舒适的手术体位，协助麻醉医生

完成穿刺等操作 。 护理人 员在进行每个 项护理操作 的时候都
要向患者做出解释，如果需要可以 将患者手握住，这样的一
个 简单的握手动作 ，能是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 员的鼓励和
关心，提高其在手术室环境下 的安全感，从 而降低其对手术
和麻醉操作 的恐惧程度。 （4）护理人 员一 般在术后 1-2d进
行随访，对患者愈合伤口、饮食和康复情况全面了 解，仔 细
观察患者的表现，确保在并发症发作 早期发现并及时采取处
理措施。

1.3指标观察
对比指标[3]：（1）汉密顿抑郁量表分值越高患者心态越

差。 （2）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评分量表分值越高患者对护
理工作 的认可度越高。（3）SF-36量表分值越高患者日常生
活品质越高。 （4）不 良事 件 观察指标为 血压升高、心率加
快、感染。 不 良事 件 发生率= 发生例数/总例数× 10 0 % 。

1 .4统计学分析
SPSS20 .0 处理数据，（ x ± s）与 （%）表示计量与 计数

资料，分别用 t值与 x2检验，（P＜0 .0 5）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心理状态评分
护理前两 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p>0 .0 5），护理后观察

组低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1：
表 1 对比心理状态评分（n = 31， ± 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抑郁
护理前 5.23± 2.34 5.31± 2.36 0 .134 0 .893

护理后 1.42± 0 .37 2.24± 0 .56 6.80 2 0 .0 0 0

精神焦虑
护理前 4.18± 1 .37 4.26± 1 .43 0 .224 0 .822

护理后 1.24± 0 .95 2.17± 0 .67 4.454 0 .0 0 0

睡眠障碍
护理前 3.86± 1 .62 3.72± 1 .36 0 .368 0 .713

护理后 1.61± 0 .34 2.47± 0 .56 7.30 8 0 .0 0 0

激越
护理前 3.34± 1 .48 3.61± 1 .39 0 .740 0 .461

护理后 1.29± 0 .23 2.32± 1 .24 4.547 0 .0 0 0

迟缓
护理前 5.16± 2.64 5.23± 2.71 0 .1 0 3 0 .918

护理后 1.31± 0 .42 2.53± 0 .58 9.485 0 .0 0 0

躯体焦虑
护理前 3.31± 1 .82 3.64± 1 .29 0 .823 0 .413

护理后 1.34± 0 .49 2.67± 0 .82 7.752 0 .0 0 0

2.2比较护理满意度评分
护理前两 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p>0 .0 5），护理后观

察组高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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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护理满意度评分（n = 31， x ± 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主 动服务
护理前 73.26± 3.14 73.51± 3.19 0 .31 0 0 .756

护理后 93.78± 4.26 85.12± 4.0 3 8.222 0 .0 0 0

健康宣教
护理前 72.84± 3.52 72.73± 3.51 0 .123 0 .90 2

护理后 92.98± 4.1 1 83.36± 3.67 9.720 0 .0 0 0

交 流能力
护理前 74.16± 3.84 74.67± 3.82 0 .524 0 .60 2

护理后 93.16± 4.38 84.28± 3.65 8.671 0 .0 0 0

操作 水平
护理前 72.73± 3.49 72.64± 3.31 0 .1 0 4 0 .917

护理后 92.94± 4.53 84.61± 3.76 7.878 0 .0 0 0

住院环境
护理前 73.45± 4.12 73.1 1± 4.0 6 0 .327 0 .744

护理后 93.63± 4.91 84.24± 3.63 8.562 0 .0 0 0

2.3比较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两 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p>0 .0 5），护理后观察

组高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3：

表 3 对比生活质量评分（n = 31， x ± 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躯体功能
护理前 53.26± 4.23 53.81± 4.32 0 .50 6 0 .614

护理后 76.28± 5.37 67.59± 5.14 6.50 8 0 .0 0 0

社会功能
护理前 54.18± 4.37 54.62± 4.43 0 .393 0 .695

护理后 78.64± 5.95 69.17± 4.67 6.970 0 .0 0 0

情绪功能
护理前 53.86± 4.62 53.26± 4.36 0 .452 0 .652

护理后 77.61± 5.34 68.47± 4.56 7.247 0 .0 0 0

活力
护理前 54.34± 4.48 54.61± 4.39 0 .239 0 .81 1

护理后 76.29± 5.23 68.32± 4.24 6.590 0 .0 0 0

生理功能
护理前 55.27± 4.14 55.62± 4.27 0 .327 0 .744

护理后 77.38± 5.12 68.64± 5.31 6.597 0 .0 0 0

心理功能
护理前 54.94± 4.63 54.57± 4.47 0 .320 0 .750

护理后 78.34± 5.14 69.27± 4.32 7.521 0 .0 0 0

精神状态
护理前 55.31± 4.82 55.64± 4.29 0 .284 0 .776
护理后 77.34± 5.49 68.67± 4.82 6.60 7 0 .0 0 0

2.4对比不 良事 件 发生率
观察组不 良事 件 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4：

表 4 对比不 良事 件 发生率（n ,%）
分
组

例
数

血压
升高

感染
心率
加快

发生率

观
察
组

31 1（3.22） 0（0 .0 0 ） 0 （0 .0 0 ） 1（3.22）

对
照
组

31 3（9.67） 1（3.22） 2（6.45） 6（19.35）

x2 4.0 26
P 0 .0 44
3 讨论

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在确诊后，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
严 重的焦虑、恐惧等不 良情绪，一 些 患者在手术前几天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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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多种不 良状态（坐卧不 安、夜不 能眠等），在进入手
术室后一 些 患者会出现浑身发抖、异常紧张等表现，严 重影
响到手术和麻醉操作 的顺利进行[4]。 护理人 员通过语言对患
者进行安慰和鼓励，帮助患者树立手术成功的自信心，向其
做好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工作 ，使其认识到术前心态以 及准
备工作 对手术顺利实施的重大影响，教会患者及其家属预防
术后并发症的有效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 不 仅 提高了 对医疗效果的要求，
也 提高了 对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很多患者都非常重视护理
人 员在护理服务中 的态度问题，护理人 员护理行为 充满耐心、
友善，患者在护理中 感受到了 来自医护人 员的尊重和鼓励，
不 仅 能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认可程度，还能使患者最大程
度地克服对手术的恐惧，将手术室护理以 及术前访视、术后
随访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一 些 手术患者不 仅 对医护人 员操
作 技能具有较高的要求，还非常在意手术室环境的干净舒适，
只有让患者感觉亲 切和信任 的手术室环境才能使其安心，才
能更好地配合手术和护理的操作 。 一 些 手术患者重视护理人
员个 人 素养，关注护理人 员的仪 表、谈吐，干净整洁统一 的
着装、和蔼可亲 的言谈举 止、轻声细语地言语交 流，能使患
者对护理人 员感觉亲 切，获得患者的信任 ，对降低患者对手
术的恐惧心理十分有利。

本文中 观察组护理后各项评分（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
生活质量）、不 良事 件 发生率优于 对照组（P＜0 .0 5），说明
术前访视、术后随访对手术患者的重大价 值。 目前临 床中 很
多疾病的治疗都需要手术的方式，大部分患者在围手术期都
会出现较为 严 重心理问题，严 重影响手术的治疗效果以 及术
后康复情况。 为 了 提升手术患者的生活质量以 及改善其心理
状态，临 床越来越广泛的针对手术患者开展术前访视和术后
随访，不 仅 能够在术前详细了 解患者的临 床检查结果以 及实
际病情，尽早干预异常症状，使患者达到最佳的手术指标，

护理人 员主 动和患者语言交 流，能获得患者的信任 ，提高其
遵医嘱依从 性，帮助患者改善负面情绪，使其能够平和地接
受手术，提高其和医生的配合度，确保手术能够顺利实施，
最大程度的预防术中 、术后出现并发症。 术后随访详细的、
客观的记录患者治疗和康复情况，详细向患者及其家属介 绍
注意事 项、预防并发症的措施等，在交 流过程中 准确捕捉患
者的情绪变化，一 旦发现患者存在严 重的不 良情绪，需要采
取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确保手术取得理想的效果。 对于 护
理人 员来说通过术前访视和术后随访能全面提升自身的观
察能力和专 业 技能，对于 患者来说这两 项护理服务的落实能
提升护理效果。 因此手术室护理人 员不 仅 要主 动了 解新的护
理理念、方法完善自身的专 业 理论知识体系以 及丰 富的护理
经验，还要提升自身的责任 心和职业 道德，树立防范风险意
识，将护理操作 进一 步细化，从 而全面提升护理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为 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综上 所述，拓宽手术室护理的范围增加术前方式和术后
随访，对改善患者心态、提升其生活品质十分有利，能提升
患者手术的安全性，最大程度地降低不 良事 件 出现的概率，
获得更多患者的认可，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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