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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性化护理融入手术室护理中的体会

叶凤清 曾庆书 廖 辰 宋宇婷 钟晓茹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 深圳 518020

【摘 要】：目的：分析人 性化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 的临 床效果与 价 值。 方法：选取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期间在
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200例病患作 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对病患进行分组对比，平均分为 实验组 100例与 对
照组 100例，其中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应用人 性化护理，对比实验组、对照组病患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
意度状况。 结果：对照组接受护理后的护理质量评分低于 实验组实施护理后的评分，数据对比 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 。 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低于 实验组满意度，组间具有一 定的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 SAS、SDS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存在差异（P<0.05）。 实验组各项指标情况评分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 实验组感染预防效果
优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P＜0.05）。 结论：在手术室护理中 运用人 性化护理的效果更为 明显，值得在临 床中 推广、
应用。
【关键词】：人 性化护理；手术室护理；临 床效果；常规护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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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value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Methods:200 case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0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100 cases, 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conventional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lied humanized nursing.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and the data comparison
was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re was certai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groups(P<0.05).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data comparison(P<0.05).The score of each index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Humanized nursing is more effective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
Keywords: Humanized nursing; Operating room nursing; Clinical effect; Routine nursing; Effectiveness

医院作 为 收治病患、救治病患的特殊场所，其含有大
量的细菌与 病毒，在医院中 每日的常规消杀中 ，很难将这
些 顽固的细菌与 病毒清除干净，且 每日都会有新的病毒或
细菌携带者前往医院进行救治。手术室是对病患治疗与 急
救的重要科室，此科室具有较大工作 量、较强技术性以 及
较高风险性等特点，因有较多疾病类型，所以 工作 中 的安
全隐患成为 重点关注内容[1-2]。 在治疗期间，病患常有焦
虑、抑郁、焦虑等不 良情绪，治疗依从 性差，导致感染发
生不 良事 件 ，延误治疗时间，手术室护理错误会降低护理
质量，严 重病例导致残疾甚至死亡 。 护理质量的好坏也 直
接关系到病患的预后效果，由于 手术室接触人 员比较复杂，
疾病种类比较繁多，因此也 存在很多不 安全因素。寻找一
种科学有效的护理方式能够直接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本

文对于 人 性化护理在手术室中 的应用效果进行综合分析[3]。
为 此本文选取 20 0 例病患分别予 以 不 同手术室护理方法，
分析研究结果，详情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基本资料
在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20 0 例病患进行分组对比，使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患进行平均分组，分别为 实验组 10 0
例与 对照组 10 0 例，病例选取时间始于 20 21 年 1 月-20 22
年 1 月截止。 对照组病患中 有男病患 20 例，女病患 14，
病患的年龄范围在 24-78岁之 间，病患的中 位年龄值为
（51.36± 5.61）岁；实验组中 病患男女比例为 19:15，年
龄跨度为 25-57岁，年龄平均值为 （51.48± 5.59）岁。 资
料对比差异较小，数据显示（P>0 .0 5）不 具有临 床对比价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卷 8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181

值。所有病患手术前均不 存在被病毒及细菌等微生物感染
的疾病或炎症及免疫系统功能缺陷；所有病患个 人 意识正
常且 在知晓手术室管理方式后表示认可并能够配合院方
完成研究调查问卷。参与 研究的所有病患均对本次研究知
情并签定知情同意书 [4]；术前没有严 重营养不 良情况者以
及严 重焦虑恐惧证者；排除有严 重心肺肾器官等功能障碍
者。

1.2方法
1.2.1 对照组予 以 手术室常规护理
对照组予 以 手术室常规护理,护理人 员应按照流程做

好术前准备工作 ，对病患进行术前指导，告知手术中 注意
事 项及配合要点[5]。

1 .2.2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予 以 人 性化护理
（1）组织医护人 员进行培训、学习 ，学习 关于 手术

室相关操作 知识，通过不 断学习 提高医护人 员的职业 素养，
同时为 护理人 员灌输人 性化护理管理理念。成立手术室人
性化护理小组组长，由护士长担任 ，定期对护理人 员进行
工作 的监督、检查。 建立奖罚机制，对于 工作 表现突出的
医护人 员进行奖励。 建立风险护理团队，定期对团队成员
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并根据护理人 员的实际工作 进行合
理分配。 团队成员总结了 手术室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讨
论并给出了 解决方案。对医务人 员进行感染相关知识的培
训，加强在手术室对感染预防的重视[6]。 （2）健康教育：
患者在入院以 后，由护士根据患者的年龄、患者的性别、
患者的教育程度以 及患者的状况进行专 业 健康教育，为 患
者讲解医院的住院环境。对于 患者提出的问题，护理人 员
面对患者的问题要耐心、热情的进行解答。 （3）加强医
患关系：护理人 员在工作 中 要注意工作 的态度，要友善，
耐心，对不 同文化患者要采用不 同沟通方式，重视患者的
需求，努力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提高患者对医院的信任 ，
增强治疗积极性。 （4）心理护理：需要护理人 员将手术
的操作 流程以 及手术室环境详细介 绍于 病患，同时向其讲
述麻醉方法、进行手术医护人 员、术中 注意事 项、术后可
能发生的并发症与 护理工作 的重要性等。手术中 护士巡回
需要完全服从 医嘱给予 麻醉等处理措施，使用亲 切言语安
慰病患，耐心解答病患提出的疑问，来帮助其缓解疑虑等
不 良情绪。除外护理人 员还可使用眼神与 肢体语言等缓解
病患内心负面情绪，随时注意观察病患的情绪、表情变化，
监测其各项生命体征，同时进行紧急处理措施。 （5）手
术室人 口设过渡清洁区，手术室拖鞋与 私人 鞋、外出鞋应
分别存放。 进入手术室人 员必须更衣、换鞋，戴好口罩、
帽子、外出时更换外出衣与 外出鞋。 严 格控制参观人 数。
参观者不 可任 意进入其他 手术间。手术室布局应符合无菌
消毒原则，更衣室最靠外，办公室、敷料室、器械定、高
压间、麻醉办公室、医学教育网整理复苏室等应设在清洁
区，手术间、洗手间、无菌物品储藏室设在无菌区内；两
者应有门窗相隔。 （6）保暖护理：在病患进入手术室后

将暖风机开启，控制温度在 43℃。 并将病患裸露部位进
行遮盖，术中 将使用手术巾对病患身体进行包裹，以 防体
温过低现象出现。术中 所需注射液体温度要适中 ，将取来
的血制品放入温箱中 及时复温。

1.3疗效观察、评价
（1）观察两 组的护理质量评分，包含器材准备、消

毒隔离、巡回护士配合技能、护理质量安全、仪 器设备管
理等，总分为 10 0 分。

（2）分析两 组病患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程度，结果分
为 满意、一 般满意、不 满意。 满意度= 一 般满意+满意。

（3）观察实验组、对照组病患的SA S、SDS评分。
（4）观察两 组病患的手术指标。
（5）调查统计两 组病患的感染预防效果，分为 优、

良、差。
1.4统计学分析
统计本次研究中 涉及 20 0 例病患的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 来计算分析，其中 护理质量采用
“ sx  ”、T值分别来表示于 检验，护理满意度使用（%）、
X 2表示以 及检验，当数据差异为 P＜0 .0 5时，则具有统计
学意义 。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实验组进行护理后的质量评分显著优于 对照组质量，

具有临 床参考价 值、数据对比意义 （P＜0 .0 5），具体见
表 1。

表 1 两 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sx  ）

组

别
n

消毒隔

离

护理质

量安全

仪 器设

备管理

器械准

备

巡回护

士配合

实

验

组

10 0
97.63±
1 .81

96.67±
2.88

95.13
± 4.0 6

95.37±
3.20 0

94.28±
3.56

对
照

组

10 0
92.0 8±

2.74

90 .84±

2.57

89.92

± 3.59

87.53±

4.57

86.69±

4.17

t 16.90 0 9 15.1 0 38 9.6133 14.0 528 13.8430

P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2 两 组病患护理后总满意程度比对
实验组满意度、对照组相比差异较大明显较高P< 0 .0 5，

数据见表 2。
表 2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 满意 总满意度

实

验

组

10 0 90 (90 .0 0 ) 1 0 (1 0 .0 0 ) 0 (0 .0 0 ) 1 0 0 (1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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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照

组

10 0 90 (90 .0 0 ) 5(5.0 0 ) 5(5.0 0 ) 95(95.0 0 )

X 2 5.1282

P 0 .0 235

2.3 不 良情绪对比
实验组SA S、SDS评分低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存在显

著差异（P< 0 .0 5），见表 3。
表 3 两 组病患护理后的SA S,SDS评分比较（ sx  ）

3 讨论

在临 床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过程中 ，护理质量与 患者
生命安全具有密切关系，在手术中 ，造成患者出现受伤、
残疾甚至死亡 均与 术中 护理存在一 定联系，因此采取有效
的护理方式并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能够
有效提升对患者的护理质量。另外，随着社会不 断高速发
展以 及医疗水平与 条件 不 断改善，人 们 的健康意识以 及对
医疗的要求也 在日益提高，患者在入院接受治疗时，均想
得到相应的有效治疗与 良好的护理。有关专 家认为 对手术

室进行有效的护理管理，能够提高整体护理质量，减少不
良事 件 的发生。人 性化护理主 要是根据病患的实际病情以
及病患的需求来进行护理。更加注重护理的细节，更佳注
重病患的心理，护理过程中 能够以 病患为 中 心，针对患者
实施全方面护理最终确保达到高度安全的护理目的。做好
针对性护理，保证病患手术顺利实施。 结果表明，两 组数
据进行对比，实验组病患的护理质量以 及护理工作 的满意
度均高于 对照组，数据比较结果均为 P＜0 .0 5，有临 床对
比意义 ，研究结果再次验证其文献理论。

综上 所述，将人 性化护理应用在手术室护理中 效果更
佳，大幅度增强护理质量的同时大大提升病患的满意程度，
值得临 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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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SA S SDS

实验组
10 0

30 .82± 2.21 41 .22± 2.24

对照组
10 0

53.0 3± 2.18 52.18± 2.13

T 71 .5466 35.4574

P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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