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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中手术室细节护理的价值分析
李　月　高清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手术室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　要】目的：探讨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中的应用价值，为手术室护理有效实施提供参考。方法：择取
2021 年 1 月 25 日～ 2021 年 8 月 25 日期间在我院手术室进行治疗的 7500 例患者为对象，按照住院单双号将其分为两组，即参照
组（n=3750 例）与研究组（n=3750 例）。其中，参照组患者手术室治疗期间给予常规护理，而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手术
室细节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措施应用价值。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风险总发生率2/3750（0.05%）低于参照组16/3750（0.43%），
且组间数据差异明显（X2=10.915，P=0.001）。结论：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中的应用价值明显，在临床上值得
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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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医院的核心技术部门，是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与

抢救的重要场所 [1]。由于手术治疗本身具有侵入性，加上医院

管理及护理操作存在不当等情况，可造成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

风险，大大影响患者手术治疗效果及预后。因此，重视手术室

护理安全管理十分重要。而手术室细节护理从细微之处出发，

对患者展开精细化的护理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显著。鉴于此，

此次研究旨在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中的应用

价值，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护理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1 年 1 月 25 日～ 2021 年 8 月 25 日期间在我院手

术室治疗的 7500 例患者为对象，按照住院期间护理方式不同，

将其分为参照组（n=3750 例）与研究组（n=3750 例）。其中，

参照组入选患者中男 1965 例，女 1785 例；年龄 22-64 岁，平

均年龄为（37.33±10.19）岁；研究组入选患者中男 1963 例，

女性1787例；年龄为23-65岁，平均年龄为（37.30±11.15）岁；

两组患者性别等基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符合此次研究要求（P

＞ 0.05），可比较。

纳入标准：①均在我院门诊检查，符合手术治疗指征，且

给予护理干预；②可完整收集到患者所有的临床检查资料、手

术治疗资料及护理资料；③参与患者均在手术前自愿签订知情

同意书后正式加入。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精神类疾病或无法正常交流者；②

手术禁忌症者；③有凝血功能及感染高危因素及营养不良者；

④临床资料不全者 [2]。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患者手术治疗期间给予常规护理，主要内容为：护

理人员主动告知入手术室前准备工作与注意事项，并简单介绍

手术操作步骤及护理干预相应措施等。而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给予手术室细节护理，主要内容为：患者手术开始前，护理

人员主动了解患者病情，看其是否存在药物过敏史、手术禁忌

症等，确认患者信息之后告知患者手术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

麻醉方式等，对患者术前心理状态评估与针对性疏导，让患者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手术治疗。其次，在手术操作过程中护理人

员紧密配合医生，做好手术器械安全、快速传递，药物的及时

配置，密切观察患者心率、血压等指标的变化，同时注意患者

术中有效遮盖患者的隐私部位，并做好术中保温工作。对患者

手术过程中术野外的呕吐物、血迹等要及时清理，对使用后的

手术器械，纱布严格按照要求整理摆放及清点，避免发生遗漏。

最后，与病房护理人员做好交接工作及相关注意事项即可。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与记录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室护理期间所存在的护理风

险，主要包括消毒隔离不达标、器械准备管理不当、麻醉管理

不到位、设备管理不到位。

1.4 统计学分析

此次课题研究中组间数据分析采用临床医师统计学助手

V10.1 注册版，其中涉及到计数资料用 % 示，以 X2 检验，当 P

＜ 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期间给予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手术室护

理风险总发生率2/3750（0.05%）低于参照组16/3750（0.43%），

且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 0.05），如表 1。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高负荷工作压力、不

良饮食习惯及遗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

增多 [3]。而手术室是医院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对患者进行手术

治疗及抢救工作 [4]。由于患者手术治疗本身具有风险性，加上患

者在手术治疗过程中血管、内脏等组织与器官充分暴露于室内，

极易将细菌从切口带入患者体内，这不但会引发患者发生感染，

还大大影响手术的治疗效果。由此，提高手术室护理工作质量十

分重要。而手术室细节护理是新型护理方式，与常规护理内容不

同，可从细微之处将工作做好、做精，为患者提供体贴、细致

及周围的人性化服务，可有效规避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发生。

在此次研究中显示，研究组患者采取手术室细节护理后护理风

险总发生率低于参照组，这与相关学者研究部结果一致 [5]。

综上所述，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中的应

用价值明显，不但提高手术护理效果，还有效规避护理风险发

生，值得在临床上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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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情况 [n（%）]

组别 例数 消毒隔离不达标 器械准备管理不当 麻醉管理不到位 设备管理不到位 总发生率
参照组 3750 6（0.16） 4（0.11） 3（0.08） 3（0.08） 16（0.43）
研究组 3750 1（0.03） 0（0.00） 0（0.00） 1（0.03） 2（0.05）

X2 - - - - - 10.915
P - - - - -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