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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护士的有效配合在提高单髁置换手术成功率中的作

用

张瑞梅 谢世来 冯梦莹

梧州市中医医院 广西 梧州 543002

【摘 要】：目的：探究手术护士的有效配合在提高单髁置换手术成功率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本院近一年（2021.01-2021.12）
入院进行单髁置换手术治疗的病患，随机分组进行实验观察与研究。其中一组为 A组，进行手术室常规配合护理并记录、观
察结果；另一组为 B组，进行手术室强化配合护理，对实验结果观察记录并报告。结果：在无客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B组
病患的术中出血量（168.34±18.43）ml、术后并发症（共计 1例、发生率为 2.50%）以及手术时间（98.14±4.24）min均低
于 A组的（209.44±25.34）ml、（7例、17.50%）、（129.25±5.32）min，且 B组病患术后膝关节的功能恢复优良病例数（38
例，占比为 95.00%）高于 A组的 33例、82.50%；而满意度方面，B组病患以及手术医师对于手术护理的满意度分别为 95.00%
与 100%，此项数据也均高于 A组的 85.00%和 92.50%。从各项实验观察数据结果上来看，B组均优于 A组。结论：手术护士
的有效配合能够显著提高单髁置换手术的成功率，对于病患的手术效果更有利，且病患和手术医师对于手术的满意度均明显

上升，此法效果显著有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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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ffective cooperation of operating nurses in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single condyle

replacement. Methods: Th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one year (2021.01-2021.12) for single condylar replacement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nd study. One group was group A, which received routine cooperative nursing

care in the operating room and recorded and observed the results; The other group was group B, receiving intensive cooperative

nursing care in the operating room,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observed, recorded and reported. Results: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factors, the amount of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168.34 ± 18.43) m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1 case in total, the

incidence rate is 2.50%), and the operation time (98.14 ± 4.24) min in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209.44 ± 25.34) ml,

(7 cases, 17.50%), and (129.25 ± 5.32) min,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ith excellent knee function recovery (38 cases,

accounting for 95.00%)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33 cases, 82.50%); In terms of satisfaction, patients in Group B and

surgeons were 95.00% and 100% satisfied with surgical care, respectively, which was also higher than 85.00% and 92.50% in Group A.

From the results of various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data, group B is better than group A. Conclusion: The effective cooperation of the

operating nurs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single condyle replacement surgery, which is more beneficial to the

patients' surgical effect, and the patients' and surgeons' satisfaction with the surgery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is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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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全膝关节置换术，单髁置换手术在操作上来说更

简便，且对于病患来说创伤也更小，术后康复更快[1]。但是

手术过程中的配合与护理也更加重要，手术有效配合能够显

著提升此类手术的成功率[2]。因此，需要手术护士加强管理

规范，注重细节护理与配合，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在病患

的手术过程中，实施完善的手术护理配合，以便从多个角度

完善对于病患的手术治疗工作，使病患能够得到最优的护理

效果。除了提升病患的治疗与护理效果，有效减少病患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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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对于手术医师的手术操作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积

极影响，对于病患的治疗与恢复也能够有更积极的意义[3]。

以下则是我院所展开的关于手术护士的有效配合在提高单

髁置换手术成功率中的作用影响研究，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与同意下，我科室展开了这一

研究工作。本次研究选取本科室近一年（2021.01-2021.12）

入院进行单髁置换手术治疗的病患 80 例，纳入标准：①病

患认知正常，无精神类疾病，可进行自主交流并配合实验完

成。②无其他重症疾病或在疾病治疗禁忌期。③病患无膝关

节局部组织感染或因其他损伤所导致的膝关节疼痛等。④所

有病患均是在取得同意后开展的相关实验。在本次研究中，

为保障推进研究进展，提升研究成效，我院医护人员指出了

需要以分组对比的方法来展开本次研究工作，将全体病患按

照系统抽样的方式作分组。对 80 例进行手术的病患按照入

院顺序进行编号后利用电脑展开抽样工作，分组按照不同的

手术室护理模式进行护理。两组具体情况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两组病患情况对比（n，x±s）

具体情况 A组（40） B组（40） P

病例数
男 22 23

＞0.05
女 18 17

年龄（岁）

分布

最小 56 55

＞0.05最大 75 73

平均年龄 67.32±6.23 67.23±6.11

病程（年）分布

最短 5 5.5

＞0.05最长 14.5 15

平均值 10.43±2.01 10.51±2.02

患病膝关节位置分布
左膝 21 22

＞0.05
右膝 19 18

膝关节疾病类型例数

分布

骨性关节炎 13 13

＞0.05风湿性关节炎 12 11

创伤性关节炎 15 16

注：两组病患的背景资料差异不大，P＞0.05，不具备统

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A 组：按照常规操作进行手术配合与护理

①确保手术过程中所使用的各项药物、材料、器械准备

完好，手术室环境适宜，消除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帮助病患

采取合适舒适的体位，保持心情放松，时刻观测病患状态，

确保全程无菌操作。②依照手术方案，结合病患实际病情，

根据病患的实际状况进行相应手术配合。③做好记录，对所

有病患的护理效果观测，对病患与手术医师满意度进行调查。

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2.2 B 组：进行手术室强化配合与护理

具体措施如下：①建立新的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专项工

作小组。对小组内成员的专业知识、操作规范、实际遇到的

问题与解决摸排，明确目前工作现状，观察并记录目前手术

室配合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析成因。对所有组员进行

专业知识培训提升。制定考核标准，对小组成员培训完成后

进行实操考核，按照考核标准进行打分评审并作出指导意见，

考核通过后准予上岗。②手术参与人员的管理。手术参与人

员严格控制。每次手术最多只能有两个参观人员。患有呼吸

道感染或局部感染的人不得进入手术室，进入手术室的人员

必须严格依照规范要求更换衣裤，戴好手术帽与口罩，遵守

严格的手卫生。③手术物品管理。先进仪器的应用与手术感

染有重要关系，但消毒和灭菌程序必须严格执行。手术室应

限制访客人数，可拍摄手术视频过后进行观看。所有手术物

品必须严格按照规范采用无菌用品，并进行相应杀菌处理[3]。

④手术期间无菌操作管理。手术后检查仪器库存后，推至洗

涤器房外走廊进行清洗消毒，使用 60 摄氏度用水自动超声

波清洗器冲洗，然后用清洁剂消毒灭菌。在最后的性能检查

之后，完成包装备用。手术室内设备、术后物品及时清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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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每个月手术室都要做空气消毒效果监测，细菌总数不得

超过每立方米 200 个。物体表面检测：手术室设备表面，仪

器应每季度监测一次，检测每平方厘米细菌总数不得超过五

个。任何患有传染病的人不得进入手术室。对紫外线灯进行

监测，采用化学法或强度仪测试，每季度监测一次[4]。⑤术

中有效配合：确保手术过程中所使用的各项药物、材料、器

械准备完好，手术室环境适宜，消除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帮

助病患采取单下肢悬空体位，上好驱血带，保持心情放松，

时刻观测病患状态与各项生命体征，有异常及时上报。配合

手术医师完成手术，确保全程无菌操作。手术病患进入手术

室后，检查术前标识、手术病患手腕带识别、手术病患安全

检查表等正常检查，迅速建立外周静脉通道，协助麻醉医生

完成麻醉。在手术过程中保护病患隐私、安慰病患、使用言

语或肢体语言、给予病患信心和鼓励的护理。协助医师布置

手术位置做好固定，在手术过程中根据具体需求调整输液速

度，密切观察手术过程中病患的情况，及时更换手术台上的

仪器，控制人员流动以免引起污染。配合医师结束手术，清

点器具，帮助病患擦拭、转运。器械护士应熟悉手术步骤，

在手术过程中与手术医师密切合作，并提前至少三十分钟上

台，安排手术物品摆放，与医师密切配合，放置无菌巾和一

次性防水单，在手术之前必须进行仪器检查、调试，以确保

手术使用无误。在手术过程中必须仔细观察手术过程，并在

确定下一步步骤后及时更换台上器械。骨水泥要及时调控，

避免凝固。固定假肢时要注意提醒麻醉师密切观察病患血压

的变化。关闭切口前和巡回护士做好纱布、缝合针、器械等

的数目清理[5]。⑥做好记录，对所有手术病患做护理效果观

测与满意度调查，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SPSS19.0 软件处理，x²值检验，P＜0.05 具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病患手术效果与预后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B组病患的术中出血量、术后并

发症以及手术时间均小于 A组，且 B组病患术后膝关节的功

能恢复优良病例数高于 A组，这表示 B组病患的手术效果与

预后更优。具体数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两组病患感染发生情况比较（x±s，n）

组

别
N

术中出血量

（ml）

手术时间

（min）

术后并发

症

膝关节功

能恢复优

良

A

组

4

0

209.44±

25.34

129.25±

5.32
7（17.50%）

33

（82.50%）

B

组

4

0

168.34±

18.43
98.14±4.24 1（2.50%）

38

（95.00%）

t/x
2

6.234 8.346 5.852 4.264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手术病患手术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B组病患对于手术护理的满意度

更高，具体数据如表 2-2 所示：

表 2-2 两组病患手术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

别
N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A

组
40

20

（50.00%）

13

（32.50%）

6

（15.00%）

34

（85.00%）

B

组
40

28

（70.00%）

11

（27.50%）

2

（5.00%）

39

（95.00%）

x2 4.264

P ＜0.05

2.3 两组手术医师对于手术配合满意度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B组医师对于手术配合的满意度

更高，具体数据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两组医师手术配合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

别
N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A

组
40

21

（52.50%）

16

（40.00%）

3

（7.50%）

37

（92.50%）

B

组
40

28

（70.00%）

12

（30.00%）

0

（0%）

40

（100%）

x2 8.345

P ＜0.05

3 结论

由本报告可见，在无客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B组病患

的术中出血量（168.34±18.43）ml、术后并发症（共计 1例、

发生率为 2.50%）以及手术时间（98.14±4.24）min 均低于A

组的（209.44±25.34）ml、（7 例、17.50%）、（129.25±

5.32）min，且 B组病患术后膝关节的功能恢复优良病例数（38

例，占比为 95.00%）高于A组的 33 例、82.50%；而满意度

方面，B组病患以及手术医师对于手术护理的满意度分别为

95.00%与100%，此项数据也均高于A组的85.00%和92.50%。

从各项实验观察数据结果上来看，B组均优于 A组。

由此，可得出结论：手术护士的有效配合能够显著提高

单髁置换手术的成功率，对于病患的手术效果更有利，且病

患和手术医师对于手术的满意度均明显上升。在此类手术的

实施中应加强对于手术配合的有效率，以提高病患的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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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升手术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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