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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临床护理要求，对护理方案进行改进成

为临床工作重点。美国学者 Slater Nicholas 等[1]认为，在外科护理

期间，现代护理理念决定了护理思维与护理角色的变化。因此为

更好的适应临床护理需求，则需要护理人员坚持“以患者为核

心”，遵照现代护理理念进行创新。所谓优质护理，是在人本思想

基础上，强调对护理过程与护理责任的优化而形成的一种科学护

理手段[2-3]。我院在普通外科手术患者护理中积极推广优质护理模

式，并取得满意效果，本研究对该护理方案展开分析，详细资料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普外科收治的 230 例患者（于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期间于我院进行治疗）。实验组（115 例）：男 / 女 =63/52，年

龄分布35-64岁，平均年龄（51.62±7.31）岁。对照组（115例）：

男/女=65/50，年龄分布34-65 岁，平均年龄（51.54 ±7.29）岁。

通过显著性差异分析得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不显著（P ＞ 0.05），可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普通外科患者介入阶段，包括术前术后营养管理、优

化病房环境、改善药管理等。

以常规护理为基础，对实验组普通外科手术患者采取优质护

理干预的方案有：(1)以优质护理为基础。实施优质护理前，以部

门为单位进行优质护理循证分析，全体护理人员通过全方位、知

网等方式下载以“优质护理”、“普通外科手术管理”为主题的文

献，通过传递证据的方法总结优质护理的实施途径，确定护理方

案。(2)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在护理患者之前，护理人员首

先要做好自己的仪容系管理，确保衣着整洁，外貌端正，状态良

好，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日常护理中要注意面部表情和交流频

率，与患者积极交流，引导患者表达内心的苦恼。护理人员需要

帮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够清晰表达出自身内心的想法，做到尊

重每一位患者的人权，建立良好沟通的环境，从而提升护患关系。

(3)住院管理。患者住院后，护理会主动自我介绍，并告知住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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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等。根据地址、症状评价、心理状态等，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

并根据需要准备善意的电动显示器、吸氧装置、相关急救药品等。

(4)术前管理。普通外科开始前，护士完成患者评估，完成心理支

持，根据普通外科说明手术过程，引导患者以积极的心态接受手

术治疗。避免紧张和不安，护士通过视频明确手术治疗。例如，在

结直肠癌患者的普通外科治疗中，护理人员可以围绕结直肠癌手

术的先进性进行宣教，通过成功事例消除恐惧。(5)术后管理。护

理人员按照普通外科手术后的基本要求补充护理支持。例如，固

定各种管道，保持管道畅通，避免未计划的拔管发生。护理人员

需要长期观察患者的病情，建立记录，记录患者的伤口疼痛程度、

持续时间等，了解伤口是否渗透等。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适当的

床位，并根据快速康复原则，鼓励患者术后 6 小时，身体状况满

意时尽快恢复床下运动。护理人员介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包括正确的客谈、保持科学体位的重要性等。(6)提高优质护理质

量。为了进一步提高优质护理实施效果，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期

间，以部门为单位设定了护理敏感指标，评价了护理效果。例如，

将未计划的拔管发生率、患者满意度等作为评价护理指标，以日/

周等时间为单位定期得到反馈，对分数下降进行部门内集思广益

讨论，反思医院优质护理方案的实施，总结护理缺点，为下一阶

段的普通外科优质护理做好准备。

1.3　观察指标

自我检测、行为控制、核心管理通过Flinders大学的自我管理

量表来进行评分，该表中单项总分为30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管

理水平越高[4]。护理满意度通过SNCS评分量表来评定，该表总分

为 100 分[5]。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4.0软件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当P＜

0.05 时进行统计分析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实验组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关评分显著优

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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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对护理满意度

通过表 2 可以明显看出，接受了优质护理的实验组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整体高于对照组。

表2     患者对护理满意度（n）

2.3　并发症发生率

通过表 3 可以发现，实验组的普通外科手术患者的并发症低

于对照组。

表 3     并发症（n）

2.4　住院时间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显示，实验组为（10.53 ± 1.65）天，对

照组为（16.52±1.42）天，统计学处理显示t值=29.508，P=0.001。

3　讨论

普外科是医院治疗的重要科室，对于患者疾病康复的意义重

大，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卫生资源匮乏，为了能够进一步

提高普外科的治疗效果，相关人员需要积极完善护理方案，并将

其作为临床工作的重点内容[6-7]。根据当前医院普外科护理经验可

知，传统护理方案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滞后的

护理措施难以有效处理普外科手术患者的各种诉求，护理手段浅

显、简易，相关手段长时间得不到创新，也难以针对临床护理中

的不足作出处理[8-9]。针对该问题，我院在临床护理中积极完善护

理方案，将优质护理模式应用到普通外科手术患者护理中，并取

得了满意效果。

作为循证医学护理理念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护理方案的

出现可有效解决传统护理模式下的不足[10]。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样

证实，优质护理在普通外科手术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显著：（1）表

1资料显示，实验组普通外科手术患者在优质护理干预模式下，患

者护理后的相关指标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表明了接

组别
自我检测 行为控制 核心管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15.23±1.36 24.61±1.32 12.52±1.68 23.37±2.06 16.21±0.74 26.85±1.43

对照组 15.17±1.22 20.44±1.08 12.49±1.51 18.71±1.98 16.19±0.88 21.61±1.44

t 0.352 26.219 0.142 6.852 0.187 27.689

P 0.725 0.001 0.887 0.001 0.852 0.001

表 1      自我管理能力（ sx ± ，分）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实验组
97 17 1 99.13%

（n=115）

对照组
76 31 8 93.04%

（n=115）

x 值 4.163

P 0.041

2

组别 疼痛 感染 恶心呕吐 压疮 腹胀腹泻 总发生率

实验组
8 0 2 0 4 12.17%

（n=115）

对照组
19 1 4 2 7 28.69%

（n=115）

x 值 9.654

P 0.002

2

受了优质护理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变强，其原因可能为：通过对实验组患

者的优质护理，让患者对普通外科手

术的认知得到了改变，因此能够在护

理人员的协助下开展自我保健；（2）表

2资料显示，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显著（P＜

0.05），其原因可能为：护理人员在优质护理模式下注意工作细

节，良好的仪表仪容、热情的语言以及护理服务，都能使患者感

到满意。（3）表 3 资料显示，经过优质护理的患者的并发症概率

大大下降，其原因可能为：护理人员在优质护理期间，重视对护

理方法的改进与创新，积极遵照循证护理模式以及循环质量控制

要求，对护理方案进行完善，因此能够主动借鉴相关学者的成功

经验，并完善优质护理的实施方案，对各类并发症的预防管理效

果更理想。（4）接受了优质护理的患者相比于对照组其住院时间

明显降低，表明优质护理能够缩短术后康复时间。

作为一种科学护理方案，优质护理模式的先进性已经得到诸

多学者的认可，张茵选择 910 例患者，对优质护理在普外科的应

用价值展开分析，最终结果显示，优质护理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

度达到了 93.63%（426 例），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的 75.82%（345

例），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均认为优质护理模式可以提

高患者满意度。而从当前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优质护理模

式遵照循证医学的相关要求，强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护理指标对

临床护理指标指导临床实践过程。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在“优质

护理质量改进”阶段，我院护理人员强调患者对护理方案的反馈，

并按照患者提出的意见调整护理方向，为普通外科手术的针对性

护理实现奠定了必要基础。并且与常规护理模式相比，优质护理

在普外科手术患者护理中也展现出了显著优势，主要表现为：（1）

优质护理关注了护患的沟通，要求护理人员能够以良好的护士形

象参与临床护理工作，有助于实现临床护理工作质量的持续提升。

（2）优质护理遵照循证护理要求，护理人员为确保护理方案的可

行性，积极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与经验，对科学护理方案进

行论证，保障了优质护理方案具有先进性，适合普通外科手术患

者护理工作。（3）优质护理按照循环护理管理模式，重视护理质

量的改进。文献认为，患者对临床护理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这

也决定了普通外科手术患者的临床护理难度较大。所以在我院护

理中，通过进一步完善护理流程并进行自我评估、患者评估，有

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彰显优质护理模式的优势。

通过此次研究表明，优质护理可普遍应用于普通外科手术的

术后护理当中，可在多方面改善患者的护理过程及体验，值得大

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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