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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护理中细节化护理的效果观察分析
陈 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观察普外科护理中细节化护理的效果。方法：采取均衡可比的原则，将本院 2021年 3月-2022年 4月中，所

收取的 68例普外科患者，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34例。其中给予传统护理的为对照组，给予细节化护理的为研究组，比较两

组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结果：干预组各指标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有差异性（P<0.05）。

结论：在普外科护理中，积极落实细节化护理，护理效果更高，能够在提高护理质量的同时，从而进一步提高患者对临床护理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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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etail nursing in general 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and

comparability, 68 patients in general surgery from March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mong them, the patients who were given traditional nursing care were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atients who

were given detailed nursing care were the study group. The nursing quality,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 rate and life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each index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general surgical nursing,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tailed nursing can achieve higher nursing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further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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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的今天，医疗行业不断向前发

展，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也不断重视。就目前医学模式的发展

现状，它的人性化特点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细节护理

模式开始逐渐被医护人员重视。细节护理服务在常规护理服务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细节护理模式注重护理人员对患者多加人

文关怀[1]，使得患者的合理护理需求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本实

用新型提高了患者治疗时舒适度，继而实现护理质量的提升，

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等目标。本文以普外科住院患者为研究对

象，对细节护理应用效果进行讨论，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基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年 3月-2022年 4 月中，收取的 68例普外

科患者，依照均衡可比原则，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各 34例。

入选标准：诊断为胃溃疡、胃癌、胆结石和结肠等疾病者。排

除自身存在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对照组：男 18

例，女 16例；最小年龄 26岁，最大年龄 68岁，均值（47.21

±3.65）岁。干预组：女男比例为 15：19；年龄区间 27-69岁，

均值（48.71±4.05）岁。分析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组间差异

性不显著（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的具体步骤如下：①严密观察患者生

命指征改变及患者手术切口位置恢复，②注意患者的病情及生

理，心理状态，③给患者搭建锻炼和饮食计划

1.2.2研究组

本组患者在围术期采取细节化护理干预：

（1）促进护理人员对细节化的护理认知，规范有关制度。

督促护理人员养成细节化的照护意识，使他们的综合能力得到

充分的发展与提高，以及保证护理路径及护理标识化规范，形

成健全护理监督体系，保证细节护理的明细化，条理化。

细节化护理等重点。①细节化意识。就普外科护理而言，

护士需要反复地强调自己，让自己建立起认真，严谨，责任心

强的态度，并提高对于小型手术的关注度。②护理人员对细节

化护理的重点，操作技能，护理路径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经

过归纳，形成了明确的护理条例，以护理团队化为手段，保证

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与进步，相互督促，重视护理细节落

实。③重视普外科护士的综合能力培养，包括它的应急，抗压

以及沟通能力。良好交流能促进护患关系缓解，患者积极配合，

护理信息还能得到有效的传达；真诚，用心的服务，有助于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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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整体发展，取得了患者及家属的完全信赖[2]；此外普外

科急症的患者也很多，较好的应急与抗压能力，能保证护理人

员从容应对危急事件，避免护理差错的发生、出现护理风险，

能有效地应对病情加重和其他突发事件。④强化护理人员在普

外科各项护理操作中的训练。通过对不同护理操作技能及重点

的把握，做到分级管理，权责分明，加强细节把控。⑤个性化

以及系统的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深入交流中，了解他

们既往生活习惯和疾病，为患者进行个性化以及有计划地进行

健康教育，让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也可

促使患者深刻地认识到治疗的含义与目的[3]。以此为基础提供

富有人性化特点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家属和患者在医院里都能

感到安全。护理人员需自我约束自己的言行，减少了护患纠纷

的问题出现几率。

实行细节化护理。术前应加强患者心理疏导、掌握他们的

综合病情及生理，心理、并且让他们及家属对医院环境及有关

医护人员了如指掌，消除它的陌生感。术前应注意的事项，比

如禁食禁水，体位训练；手术时加强手术室温湿度的调整、灯

光亮度调节，仪器设备齐全、急救药物的配制等，以及加强患

者生命体征观察等，所有的操作都小心翼翼，秩序井然，做到

仔细查房，不漏房[4]；手术后描述各种注意事项，积极防治潜

在并发症，强化患者心理护理，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

态以利于恢复。

（4）注重心理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需准确评价

自身心理状态及性格特点，主动与患者及家属交流沟通，了解

发病后思想动态，给以恰当的慰藉，让不安、紧张的情绪缓解

或者消失，对于患者及家属的某些疑虑，应详细答复，帮他们

在短期内建立自信，积极配合处理。病房应随时保持清洁整齐，

定时给房间做空气及消毒、房间温度、湿度确保合适[5]。

（5）应重视饮食及疼痛的干预。以不影响对患者治疗为

基本原则，视患者个人口味而定，合理调配膳食营养，把多吃

少吃作为吃饭的基本准则；普通外科治疗患者中，一般手术后

疼痛程度都比较严重，给一定镇痛药物时，同时还要重点引导

患者自我镇痛等几项技术，用呼吸方式，调节卧躺姿势是临床

最常使用的方法，从而降低患者痛苦程度[6]。

（6）严格落实医院规章制度。借此对医患规章人员进行

规制，利于护理人员发现护理工作存在缺陷，由此得到纠正，

对护理进行持续细化计划，促使其护理持续改进。

1.3观察指标

①分析护理质量，一般包括危重症护理、病房护理，满分

为 100分，评分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高。

②应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主要

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

③观察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如血栓形成、出血和感染。

④采取 SF-36生活质量调查表，评估所有患者生活质量，

满分为 100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2.1比较两组患者总体满意度

经分析，对照组的满意度为 82.35%，显著低于干预组的

97.06%，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干预组 34 20 13 1 97.06

对照组 34 18 10 6 82.35

x2 / / / / 3.981

P / / / / 0.046

2.2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各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如表 2：

表 2 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出血 血栓形成 感染 并发症发生率

干预组 34 1 1 0 5.88

对照组 34 2 3 3 23.53

x2 4.221

P 0.040

2.3对比两组护理质量

干预后，对照组各项护理质量改善情况，低于干预组。

表 3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n(x±s)]

组别 例数 危重症护理 病房护理

干预组 34 92.65±4.52 93.72±3.76

对照组 34 76.51±5.63 77.35±5.22

t / 13.035 14.838

P / 0.000 0.000

2.4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组整体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表 4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n(x±s)]

组别 例数 心理状态 躯体功能

干预组 34 85.69±3.22 83.27±4.06

对照组 34 78.54±3.11 71.09±3.53

t / 9.313 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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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0 0.000

3 讨论

根据普外科收治患者，患者一般都有起病急骤、病情发展

迅速等特征，所以与其他各类患者相比，普外科患者治疗期间

还较易发生切口疼痛，切口感染及其他并发症。以保证治疗活

动得以顺利进行，确保了患者治疗效果，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另外，普通外科病房住院患者，多数

的病因表现比较复杂，病种比较多，患者出于对疾病的忧虑，

焦虑和其他不安情绪更容易发生，手术后感染的发生率很高，

从而使他们对护理服务感到不满意，依从性降低，配合度降低，

由此造成恶性循环[7]。

细节护理干预是临床护理服务新模式之一，它以在实践中

更强调人性化为基本特征、系统化的服务是把广大患者作为工

作重心，要求有关护理人员必须把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当作

自己工作的根本目的，重点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舒适度、心理

愉悦性等问题[8]。透过本研究，可以发现，对普通外科病房的

患者进行细节化护理干预，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住院时

间，使得满意度增加。

细节化护理方式虽仍属新型护理模式，但这一护理模式有

很明显的护理特色，有助于推动整体护理质量提高。细节化护

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设具体而又严谨便于操作的规章制度，使

所有的护理工作和所有护理人员均能纳入优质护理服务的轨

道。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经过细节化的护理，危重症的护理中、

病房护理和基础护理及其他护理质量评分均显着提高，护理服

务满意度全面上升。表明细节护理方式能有效改善临床护理，

推动临床护理满意度提高。在具体落实细节化护理服务时，护

理人员应具有敏锐性，擅长发现护理工作出现的系列问题，通

过和患者的交流，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准确评判患者实际护

理需求，并准确地评价护理工作中易发生的各种问题。

就护理工作而言，微妙的运作特别重要，它对于有效地避

免护理差错及操作疏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会对患者

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所以，重视细节护理在临床护理质量控

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行细节化护理，有助于保证普外

科护理人员面对更大职业压力，更重工作任务时建立有条理的

工作模式、具有心照不宣护理意识，有助于降低他们的职业负

荷，保证护理效用，避免因人为疏忽而引发的护理差错及纠纷，

护理人员间既有各自的职责，并相互协作，相互监督，避免漏

掉护理项目，能促进护理质量整体提高[9]。对于普外科患者，

通过加强术前对医院的介绍、患者的病情评估及心理疏导的细

节护理工程，手术时加强手术室环境，灯光等细节介入，手术

后加强并发症预防，等等，充分显示细节护理的意义，本实用

新型能够有效避免手术意外事故，提高患者满意度。

护士们通过仔细观察患者的各个方面，采取合理，有效地

方法和患者交流，继而更全面地掌握患者心理需求，对患者进

行有的放矢的心理护理，进而反映护理工作人性化和个性化的

特点[9]。应能建构完善细节化护理过程，通过提高对细节的重

视，找出了护理工作实施中不合理的系列现象，以及时解决上

述问题，建设完善护理工作实施流程，为护理服务提供源源不

断的服务。由于普外科接诊的多数为腹部器官受损的患者，大

部分患者有发病急，兼有不同种类牵涉痛和转移痛，很难对患

者的情况作出确切判断，它需要护理人员能对工作有充分的耐

心，并根据临床经验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价[10]。

总之，普外科在实际进行护理工作中，将细节护理模式纳

入常规护理方式中，不但能有效地促进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的提高，还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体护理工作发展质量的提高，降

低手术并发症，增加了普外手术的安全性，促使患者能享受更

优质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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