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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手术室护理的操作得当与否直接影响了手术进行的

顺利程度，是手术能否成功、病人术后成效高低很重要

的影响因子。如果手术室护理不当，影响了手术成效，

将会给手术过程造成阻碍，同时增加护患纠纷风险，给

患者带来不好的体验，也不利于为医院树立一个良好的

形象。对于手术室的临床护理工作而言，不能仅仅趋于

简单、机械的护理二字，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让护理变

得越来越科学合理且人性化；人性化护理的核心是聚焦

患者本身应当受到的尊重和满足的强化，强调在护理的

过程中更加注重主动性的提升，通过关怀、服务和奉献

来促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自2020年3月起，如我院推行

人性化护理服务，收到了来自患者和家属的优良反馈，

现总结如下。

1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即做好术前准

备工作，术中密切配合医师完成手术，清点手术器械等。

观察组：实施人性化手术室护理管理，具体如下。

1.1营造人性化手术室环境

定时对手术进行消毒，做细菌培养，确保手术室干

净、整洁，物品摆放有序。专人检查手术室器械，并进

行记录，保障器械可安全、良好运行，对出现异常情况

的器械，及时上报，并进行处理。对手术室护理人员进

行培训，给予术前心理指导，强调对待患者需始终保持

良好态度，促使其掌握沟通技巧，以便与患者建立良好

管理，确保手术可顺利进行。术中人性化护理术中准备

阶段，由负责术前访视的护士继续负责，将手术患者从

所在病房接至手术室，陪同其进手术室的过程中，注意

保持轻松的表情和状态，让患者产生被亲友陪伴的轻松

感受，减小心理负担。随后，要妥善安排好患者家属的

等待工作，减少他们的焦虑感。在把患者从手术室送至

手术间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用平和的语言简

要向其介绍手术室的整体设置情况，增强患者对手术室

环境的适应度，进一步缓解患者心中对手术的惧怕感，

从而更加信任手术室医护人员，更加配合手术的开展。

在将患者送入手术间后，要将患者人格尊严放在重要位

置，注意尽可能地减少患者身体暴露的部分，按照手术

要求帮助患者摆放体位，附上允许使用的约束带以及软

枕等辅助工具，让患者获得舒适、保暖的同时，将呼吸

道感染的概率尽可能地降到最低。对于需要导尿的患者，

要从减少不适出发，保证在麻醉生效后用熟练的技术手

法对其进行插管。在实施手术过程中，要坚持用稳轻准

的原则，尽可能地减轻器械碰撞声效所带来的听觉刺激，

并且配合仪器持续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和神志的变化情况，

严格贯彻好查对制度，让手术更加安全有保障。对于巡

回护士而言，要注意在实施局麻手术时，多对患者输出

正向的语言支持，帮助患者做好心理建设，待手术结束

后提示患者，嘱咐患者静心休养，同时要和病房护士规

范做好交接工作。总的来说，在患者面前尽量卸掉“医

患”隔阂，让患者将自己当成亲人和守护者，构建一个

良性的互信关系。细节护理组实施手术室优质护理服务

细节护理。

1.1.1术前细节护理

在术前访视中，除了常规了解患者病史、常规检

查、术前准备外，人性化护理主要体现在注重患者的

心理护理。手术前一天到病房探望患者，自我介绍，耐

心、细致、热情地与患者沟通，客观介绍手术室环境、

器材设备以及外科医生的高超技艺和麻醉可靠性等，告

知患者术前准备目的、注意事项、手术流程、如何配

合，让患者在进入手术室前对手术全过程有基本了解。

手术室护理中人性化护理对手术患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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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人性化护理模式在手术室手术患者中的应用价值，选取我市医院手术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

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开展基于人性化护理理念的护理工作得出结论，在手术室的护理管理中应用人性化管理，能显

著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能有效降低护理人员发生护理差错与护理纠纷发生率，提升患者心理水平，最终利于患者

术后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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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各种不适应现象，通过事例安抚患

者，树立患者对手术治疗的信心，获得患者的充分配

合。同时，也让家属了解了手术室对患者的细心照料，

可以放心对手术室工作人员产生信任感。保持微笑、亲

切的态度，并运用亲切的话语，让患者在这种交流中感

到亲切。

1.1.2术中细节护理

巡回护士全程陪同。术前调整手术室温湿度，根据

患者需要增减被子，术中尽量减少身体暴露，安慰患者

真诚回答问题，术中用温盐水冲洗腹腔，不影响手术原

则和无菌操作，适当改变体位、按摩等措施，可提高患

者术中舒适度。人性化护理还要求手术室护士操作顺畅、

方便、准确，主动、快速、自觉地转移器械，配合外科

治疗，避免手术中器械碰。

1.2建立人性化护理管理机制

手术前一天，手术室护士以及主治医师，需对患者

进行全面评估，并进行床旁宣教，掌握其心理动态，给

予安抚以及鼓励，缓解心理压力。责任护士加强患者家

属的健康教育，使其认识到各种潜在安全隐患，促使家

属密切配合护理人员进行护理风险防控，达到满意效果。

1.3加强术后风险防范

手术结束后，对患者个人信息再次核对，同时对手

术相关指标进行核对记录，清点手术工具，合理放置使

用过的器械，进行消毒。对标本采用专用袋收集，粘贴

患者信息以及标本类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对引流管

以及导管实施有效护理。在手术结束后，要经常深入病

房探访患者，掌握其术后身体恢复情况和心理变化情况

以及有关的意见建议，及时做好家属陪护指导，鼓励其

更加积极地配合康复治疗，将医护人员人性化护理工作

的持续性传导给患者及家属，使其身心更加愉悦，满意

度也会相应提升。密切关注患者术中意识和生命体征的

变化，确保手术安全。手术期间要注意轻声说话，让患

者感到安静舒适，切记不要随便说患者的病情。手术结

束后，麻醉下的清醒患者应被告知手术结束。患者回到

病房后，应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讲解术后注意事项，最

大限度满足患者的人性化需求。术中进行细致护理，保

持手术室环境和患者皮肤整洁，并调整体位、摆放体位

时尽量避免过度伸展；手术所需器械设备应严格按区域

划分标准摆放，术中应及时准确运送必要的手术器械和

药品。术中加强对患者体温的测量和控制，防寒保暖，

避免因手术时间过长而导致患者受寒。术后1 ～ 2天到

病房随访，了解患者对手术室医护人员的工作是否满意，

让患者感受到手术室医护人员对他的关心，让患者全程

感受到医院的人性化关怀。

2　观察指标

采用手术室护理质量评分量表，包含手术室器械准

备、仪器设备管理、巡回护士配合技能以及消毒隔离质

量，满分为100分，评分越高，护理质量越高。采用自

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分值0～100分，90分以上为满意，

80 ～ 90分为一般满意，80分以下为不满意，护理满意

度=（满意＋一般满意）/40×100.00%。

3　讨论

手术室护士是一项应激程度、风险指数均较大的护

理工作，其护理质量对临床治疗效果以及预后有直接影

响。常规护理中，护理人员主要关注疾病治疗以及转归，

对患者心理状况关注较少，加之护士多根据医嘱实施各

项操作，缺乏积极性，导致护理效果较不理想。随着医

疗服务模式的转变，人们对护理工作有着更高的要求，

常规护理管理难以满足人们需求，也难以提升护理人员

工作积极性。人性化护理管理符合现代医学护理模式以

及医疗事业的方向，将其应用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可

增强手术室护士工作积极性，缓解工作压力，降低疲惫

感，促使护理更人性化，充分做到“以人为本”护理理

念，提高护患之间的信任感，确保各项护理措施的有效

实施。

人性化护理管理，通过综合评估患者心理以及生理

需求，结合临床经验，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有效提高

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满意度。手术患者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不同程度的伴有心理压力，导致应激反应较高，提

升手术风险，人性化护理管理通过营造良好的手术室环

境，定期进行消毒，强化护理人员培训工作，促使其能

够始终保持耐心，积极为患者提供服务。通过建立人性

化护理管理机制，做好患者评估工作，提升其配合度。

通过完善人性化管理机制，掌握患者身体以及心理状况，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结合手术特点，合

理控制手术风险，排查危险因子，提升手术安全性。通

过强化术后风险防范，手术结束做好患者信息核对、医

疗器械清点等工作，对标本进行妥善存放及处理，做好

手术室是清洁消毒工作，确保手术室清洁。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

上升，证实人性化护理有着较好的应用效果。洪敏等报

道显示，给予观察组人性化管理理念护理管理，结果显

示，观察组护理差错率0，明显低于对照组3.33％，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无护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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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护理纠纷3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5.0％，明显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7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手术室

护理管理中采用人性化管理理念，对于提高患者护理满

意度，降低护理差错和护理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与本次

研究结果相似，同时也进一步证实本研究的有效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性化管理理念应用于手术室护理管理

中的意义显著，可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得到临床医师

以及患者的普遍认可，护理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值得

推广。本次研究中，仍存在不足之处，所实施各项护理

措施，均根据临床需求以及相关制度制定，未对其他地

区医院进行纳入，因此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同时抽取

样本例数较少，研究时间较短，还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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