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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析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应用细节化无缝隙护理的效果。

选取我院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行择期手术治

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5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细节化无缝隙护理，

比较两组手术效率指标（术前准备、接送时间）、血流动力学指标

[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心率（HR）、焦虑程度与并发

症（切口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压疮）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术

前准备时间及接送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24 h，两组 SBP、DBP、HR 水平均高于术前，且观

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高于观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应用细节

化无缝隙护理，可提升手术效率，改善患者焦虑情绪，进而减轻

其血流动力学变化，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1　方法

1.1 对照组

行常规护理，在术前访视过程中为患者讲解术前、术后注意

事项，协助患者做好术前准备，并且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患者调

节身心状态。术中，护理人员尽可能保证手术室温度、湿度适宜

以及环境安静，同时严密观察手术进程，配合主治医生完成手术。

术后，对手术器械、手术用品数量进行清点，在清点无误的情况

下将患者送回病房，与病区护理人员进行交接，叮嘱患者密切配

合医护人员开展术后治疗与护理工作。

1.2 观察组

行细节化无缝隙护理，具体方法：（1）组建小组：由科室护

理经验丰富且专业技能强的护理人员组建为无缝隙护理小组，由

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组织小组成员开展无缝隙护理的专业培训，

制定出细节化无缝隙护理方案与无缝隙护理流程，并明确各组员

工作职责；（2）术前护理：术前 1 d，无缝隙护理小组开展术前访

视工作，与患者交谈，了解其实际情况，并根据不同情况予以不

同的指导，如针对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提前准备好应急药品，

尽可能帮助患者改善身心状态，控制其血压与心率；针对担忧疗

效的患者，讲解医院医疗水平，并分享既往治疗成功案例，帮助

患者增强信心；针对并伴焦虑、恐惧等情绪的患者，结合视频、图

片等讲解手术流程，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并鼓励患者通过深呼

吸放松身心，减轻不良情绪；针对存在抗拒情绪的患者，加大观

察力度，积极与患者交谈，了解并满足其需求，并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手术治疗的优势，提升其治疗依从性；（3）术中护理：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核对信息，包括姓名、药品与手术部位等，核

对无误后建立静脉通路，并讲解摆放正确手术体位的重要性，协

助患者摆放体位，维持吸氧浓度，确保手术顺利开展；合理调节

手术室温度、湿度，以温度为 23℃、湿度为 50% 为最佳，在遮盖

患者隐私部位的同时做好保暖工作；护理人员根据手术进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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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手术室管理，提升护理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往护理人员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实施常规护理，主要是协助患者

完善术前检查，做好术前准备工作，不仅内容单一，而且对患者的身心关注程度较低，导致其中有诸多问题存在，甚至会降低护理质量。鉴于此，

本文主要对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应用细节化无缝隙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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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需要为手术医生及时传递所需医疗物品，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

征变化情况，其中包括血压、心率、脉搏等；部分患者手术时间

较长，可能会增加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由护理人员在不影响手术

操作的情况下为患者按摩四肢，促进血液循环。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前后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术后 24 h，两组 SBP、DBP、HR 水平均高于术前，且观察组

SBP、DBP、HR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手术效率指标比较

观察组术前准备时间及接送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3 两组护理前后 HAMA 评分比较

护理后，两组 HAMA 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 HAMA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细节化无缝隙护理是一种以保证护理内容具有完整性与连续

性为目标的新型护理管理方式，护理人员实施该护理时需要严格

遵循“以患者为本”的基本和原则，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手术室

工作效率与质量，使手术室护理管理达到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标准，

从而满足患者的多方位需求。相对于常规护理，细节化无缝隙护

理要求护理人员完善护理管理流程，保证术前访视、手术过程与

术后回病房等环节做到无缝衔接，提升手术室护理工作效率，进

而缩短术前准备与接送时间。研究发现手术治疗过程中患者血流

动力学可能会对术后恢复构成影响，尤其是患者疼痛阈值可能会

随着机体反应程度的加重而降低，而良好的情绪状态、医护人员

的操作技术等均是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的因素。本研究结果

显示，术后 24 h，两组以上指标均高于术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护理人员在术前1 d 严格做好术前护理工作，如与患者交流，

了解其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提供指导是帮助患者调节术前状态的

一种体现，可让患者享受到全方位的护理服务后减轻不良情绪，

保证血流动力学稳定。本研究发现，护理后，两组HAMA评分均

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HAMA评分更低，说明实施细节化无缝隙

护理能够减轻患者焦虑情绪。另外，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说明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实施细节化无缝隙护理有助于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

4　结论

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实施细节化无缝隙护理，不仅能够促进

手术效率的提升，缩短手术准备与接送时间，还有助于减轻患者

焦虑情绪和应激反应，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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