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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与手术效率提升中的应

用效果与影响评估 

郑丽坪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绵阳市儿童医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目的：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与手术效率一直是追求的目标。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护理质量与手术效率中的应用效果与影响。方法：

选取了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 86 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随机分为参照组和研究组，分别应用常规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对其手术室

护理质量、手术效率、感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精细化管理在多个方面产生积极效果。在手术室护理质量方面，研究组表

现出明显优势（P＜0.05）；手术效率相比，研究组的手术接送时间、术前准备时间以及手术时长均显著缩短（P＜0.05）；感染发生率比较，研究组的感染发生率

较低（P＜0.05）；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结论：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护理质量和手术效率，有效

降低感染发生率，并在提高护理满意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此管理方法为医疗领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以改善手术室的整体运营效能，从而进一步提

升患者和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精细化管理，手术室，护理质量，手术效率，感染发生率，护理满意度。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fine management on the improvement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quality and surgic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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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surgical efficiency in the operating room has always been the pursued goal.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fine management in nursing quality and surgical efficiency in the operating room. Methods：86 surgica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and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eference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and 

routine management and fine management were applied to compare their operating room nursing quality，surgical efficiency，infection incide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ne management had positive effects in many aspects. In terms of care quality in the operating room，the 

study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P <0.05）；compared with the surgical efficiency，th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and operation tim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P <0.05）；the infection incide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P <0.05）；compared with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 <0.05）. Conclusion：The applic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surgical efficiency，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and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This management method provides a practical way for the medical fiel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operating room，

and thus further enhance patient and nursing staff satisfaction，which deserves promotion. 

Key words：fine management，operating room，nursing quality，surgical efficiency，infection incidence，nursing satisfaction. 

 

手术室属于医院救治病人的一个关键场所，用到的医疗设施较多，手

术室护理人员的责任和压力重大，其护理质量和病人的临床疗效以及康复

程度有直接关系，稍有差错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还容易发生医

疗纠纷。因此如何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最大限度保障病人的救治成功率

和康复效果，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传统管理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精

细化管理属于企业管理理念的一种，可确保精细化分工，明确岗位人员的

职责，激发人员工作热情，促进护理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本研究将精细

化管理应用到手术室护理中，对其应用效果进行探讨分析，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医院（2021 年 3 月-2023 年 2 月）治疗的手术患者 86 例；

纳入标准：患者资料齐全，符合手术指征；均熟知本研究且自愿参加。

排除标准：凝血异常者；严重的脏器疾病者；精神障碍者；不配合研究

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参照组、研究组，每组 43 例。参照组，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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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20 例；年龄 22-76 岁，平均（43.26±3.01）岁。研究组，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25-74 岁，平均（42.78±2.85）岁。2 组资料比较不

存在差异（P＞0.05）。 

1.2 方法 

参照组运用常规管理：术前准备好手术所需的器械物品，术中配合

医师，术后对患者的体征变化做好密切监测等。 

研究组运用精细化管理：（1）人员管理。①提高护理意识。对护理

人员培训沟通技巧，使其在护理工作中能站在患者角度，始终坚持“以

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思想。给予患者人文关怀，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需求。当患者出现焦

虑、紧张等负面情绪时，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通过精神鼓励和安慰使

患者能调整好情绪，积极配合治疗。②施行层级管理。护士长、组长和

护士等各层级人员的责任应予以明确，确保各人员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

责。构建手术室护理档案，记录人员个人情况、培训考核和工作等信息，

予以动态管理。根据护理人员的岗位情况进行分级，不同层级制定不同

的绩效管理计划。定期组织开展专业培训，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手术室

护理知识和技能，对其掌握情况进行考核，提高人员服务态度、专业素

养、责任意识，确保其严格按照护理流程开展工作，思想高度集中，防

止发生医疗失误。③合理排班。为保证护理人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更

好地投入到护理工作中，护士长需保证排班的合理性。护理人员在每日

交班前可在排班需求本表达自己的次日排班需求，护士长结合其需求对

排班工作合理统筹，同时结合护理人员的不同能力对其岗位职责进行合

理安排。还可结合次日手术需求施行弹性化排班制度，适当增加日间护

理人员数量，确保护理工作的高效开展[1]。（2）手术室管理。制定完善的

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开展工作。①环境管理。手术室物品表面、

地面、门把手等应进行有效清洁和消毒，并安排专人对检查。手术完成

后应及时进行消毒灭菌，工作人员应穿戴好无菌服，做好消毒处理，注

重手卫生，确保无菌化操作，进出手术间使用交换车，防止感染的发生。

②物品管理。手术室物品应分类摆放，同时对药品数量、类型、规格和

日期等进行定期检查，确保质量合格无污染，均在有效期内，以防影响

手术使用。按照规范准备手术所需的器械、药品等，确保手术的顺利进

行。手术室器械设备需定期由专人进行检查和日常保养，发现质量问题

应及时维修或更换。定点放置各类物品，同时做好标记和物品交接，确

保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③接送优化。为节省手术患者的接送时间，针

对手术需求量较大的外科，可将其调整到距离手术室较近的位置。医院

应对电梯设备加以完善，手术患者施行优先转运[2]。（3）手术流程管理。

①手术前。术前 1 天进行访视，给患者说明手术流程、注意事项等内容，

耐心解答患者的各项疑问，缓解其紧张感。手术当天护理人员和医师确

认手术进程，提前准备好仪器设备、所需药品，将室内温度和湿度调节

在合理范围。将患者接送到手术室后给其简单说明手术室环境，患者过

度紧张时可给予鼓励，使其保持身心放松。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仔细

核对，无误后指导其保持舒适的手术体位，构建静脉通道，给予心电监

护。②手术中。巡回护士、器械护士和医师做好密切配合，快速准确传

递器械，做好补液处理。对患者的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等进行密切

观察，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告知医师处理。③手术后。术后对患者的

伤口做好清洗消毒和包扎处理，将引流管固定到位。麻醉苏醒后将患者

送回病房，同时和病房护士做好交接工作。此外，应清点核对手术室使

用物品，清洁消毒到位，确保后续手术的正常使用。（4）护理质量监管。

构建合理的护理质量监管机制，组建监管小组，负责对护理人员的工作

情况进行定期考察，将其和绩效挂钩，对于表现好的人员可给予适当奖

励，从而激发人员工作积极性，促进护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1.3 观察指标 

（1）手术效率：包含手术接送时长、术前准备时长和手术时长。 

（2）护理质量。包含六个方面，即健康教育、知识考核、基础护理、

物品管理、无菌操作、护理记录等，各项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

护理质量越好[3]。 

（3）感染发生率。包含切口、血液和泌尿道感染。 

（4）护理满意度：用调查问卷表评估，根据分值不同可分为三个等

级：十分满意为 80 分以上，较为满意为 60～79 分，不满意为 60 分以下。

总满意度为十分满意和较为满之和。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应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X2 检验 2 组患者的感染发

生率、护理满意度差异，应用%呈现，使用 t 检验 2 组患者的手术效率、

护理质量评分差异，应用±呈现，数据差异 P＜0.05，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2 组手术效率对比 

研究组的手术接送时长、术前准备时长、手术时长和参照组相比较

短（P＜0.05），见表 1。 

表 1  2 组手术效率对比（ sx  ，分） 

组别 n 手术接送时长 术前准备时长 手术时长 

研究组 43 29.52±3.24 31.48±4.87 91.40±14.21 

参照组 43 37.56±5.12 46.25±5.18 110.56±15.03 

t 值 8.392 13.139 5.859 

P 值 0.000 0.000 0.000 

2.2 2 组护理质量对比 

研究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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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护理质量对比（ sx  ，分） 

组别 健康教育 知识考核 基础护理 物品管理 无菌操作 护理记录 

研究组（n=43） 96.8±2.9 97.5±1.6 96.4±2.2 97.6±1.5 98.4±0.9 97.8±1.9 

参照组（n=43） 90.1±1.7 86.9±2.8 87.5±1.6 90.2±1.3 89.2±0.7 89.4±2.3 

t 值 12.606 20.788 20.692 23.578 51.032 17.808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2 组感染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的感染发生率明显比参照组低，（P＜0.05），见表 3。 

表 3  2 组感染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切口感染 血液感染 泌尿道感染 合计 

研究组 43 0（0.00） 0（0.00） 0（0.00） 0（0.00）

参照组 43 2（4.65） 1（2.33） 1（2.33） 4（9.30）

X2 值  - - - 4.195 

P 值  - - - 0.041 

2.4 2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比参照组高，（P＜0.05），见表 4。 

表 4  2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十分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3 26（60.47） 16（37.21） 1（2.33） 42（97.67）

参照组 43 22（51.16） 13（30.23） 8（18.60） 35（81.40）

X2 值  - - - 4.114 

P 值  - - - 0.043 

3 讨论 

手术治疗可将患者的病灶有效切除，稳定患者的病情，手术室作为

救治病人的重要场所，其手术质量和患者的预后而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失误，就会增加感染风险，延缓病人的康复进程，严

重时会危及病人生命，引发医疗纠纷。因此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防控

院内感染，对患者的健康而言意义重大。常规管理过于被动，无法实现

预期的管理效果。如今，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手术方式和手术

器械设备也更加精密化，这对手术室管理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精细化管

理属于新型管理方式的一种，可弥补常规管理的不足，对各项工作进行细

化，从人员管理、手术流程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入手，确保护理人员严

格依据相关流程开展工作，防止发生感染，进一步提升护理服务质量[4]。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的手术室护理质量、手术效率、护理满意度均

高于参照组（P＜0.05）；感染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表明精细化

管理用于手术室护理中的效果显著，可提升手术效率和护理质量，防止

感染的发生，可促进患者的尽早康复。分析原因在于：手术室精细化管

理强调将患者作为护理工作的中心，在护理工作中会充分考虑患者的实

际需求，以保证护理有效性。其次，结合医院现实状况对管理方案进行

合理制定，可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医疗失误，为护理质量的提升

提供保障。在人员管理方面，护士长考虑到手术室护理人员压力大、工

作任务重的特点，通过施行层级管理，明确各人员职责，可将护理人员

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对其内在潜能不断挖掘，让护理人员全身

心投入到护理工作中，保证护理工作的高效开展，切实满足临床需求。

加强人员技能等培训，可让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专业素养有进一步的

提升，切实根据病人的需求开展护理工作，可提高病人对护理工作的认可。

根据手术数量和护理人员的需求施行弹性排班，保证编排人员的合理性，

在保证手术需求的同时，可为护理人员的充足休息提供保障，促进护理质

量的有效提升。手术室管理中的环境和物品的精细化管理可让工作人员切

实按照相关流程进行消毒清洁，确保无菌操作，合理摆放手术用品，提升

环境管理质量，避免发生手术感染，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在手术流程

精细化管理方面，术前访视可让患者明确手术流程和要点，减轻其紧张感，

提高其积极配合度。术前物品准备可确保手术器具的正常使用，术中对患

者各项体征的监测和医师的积极配合可保障患者的手术安全，缩减其手术

时长。术后对患者的伤口进行及时清洁消毒，运送至病房后做好详细交接，

有助于稳定患者的病情，缩短其住院时长。护理人员通过关注病人的需求，

并施行多方面的精细化管理，保障了护理服务的整体性，切实体现了“以

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理念，有助于提升护理效果，促进患者尽快恢复[5]。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中采取精细化管理可取得显著效果，手术效

率和手术室的护理质量有明显提升，感染发生率得到控制，有助于和谐

护患关系的构建和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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