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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安全性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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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应用细节护理对其安全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方法：本次研究选择一年内（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

行手术治疗的 9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其进行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干预方法为手术室常规护理；观察组干

预方法为手术室细节护理，对比护理干预后两组的护理质量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消毒隔离、质量安全、器械准备、操作配合）等很

显然低于对照组，对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很显然低于对照组，对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手术室护理期间可以优先实施

细节护理，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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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院相当重要的场所之一，尤其对需要救治的患者而

言，手术室就相当于其生命拉锯线，由此可知必须加强手术室安全

管理[1]。通常情况下，手术时间较长，对医生技术方面的要求较高，

手术过程中容易面临各类风险，必须给予患者优质护理服务才能降

低术中的各类误差，有序开展手术治疗。若手术的过程中护理人员

操作失误，还可能对手术效果造成较大的影响，医患纠纷发生率较

高，必须加强护理干预。我院主要对手术室护理中应用细节护理的

方法进行探讨，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一年内（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

行手术治疗的 9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其进行分组：

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5 例。对照组女性 21 例、男性 24 例；年龄区

间段：23-66 岁，平均（43.48±2.36）岁。观察组女性 22 例、男性

23 例；年龄区间段：24-68 岁，平均（44.27±2.59）岁。两组资料

对比结果差值不明显，无法构成统计学意义，值得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接受细节护理，内容如下： 

（1）术前心理疏导：因患者手术过程普遍存在心理应激反应，

更容易出行恐惧心理。护理人员可对患者实施心理疏导，详细给患

者介绍手术流程及效果，术后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增强患者对手

术的了解消除其恐惧感。同时，术前加强和患者沟通，增强患者的

熟悉感，给患者高度的安全感。对于部分恐惧心理比较严重的患者，

可以给其介绍成功的案例，让患者产生较强的自我效能感。 

（2）术中细节护理：护理人员在手术期间主动排查各类隐患，

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加强与患者沟通交流，让患者找到舒适与正

确的体位，借助对话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避免患者产生紧张情绪。

麻醉前护理人员应做好相关记录，详细核对手术操作位置，确认各

项工作无误。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配合主治医生完成手

术。术后清点手术用具，避免其遗留在患者体内。 

（3）术后护理干预。术后护理人员应帮助患者处理伤口后做

好引流工作。告知患者家属日常护理要点，比如用药方法、饮食、

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患者在麻醉复苏期间可以主动陪护患者，避

免患者出现并发展时无法及时得到处理。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与并发症发生情况[2-3]。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时录入 SPSS23.0 软件，若为计数

资料，则表示为 n（%）；若为计量资料，则表示为（均数±标准差）。

以 P＜0.05 表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差异相当明显，可以构成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消毒隔离 质量安全 器械准备 操作配合 

对照组 45 79.85±3.47 83.27±4.39 84.37±2.35 85.37±4.21 

观察组 45 88.95±2.85 93.26±2.35 92.15±2.38 94.36±3.25 

t 值 - 5.079 4.464 6.340 4.147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对比两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很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压疮 切口感染 下肢深静脉血

栓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5 5（11.11） 2（4.44） 4（8.89） 11（24.44） 

观察组 45 1（2.22） 1（2.22） 0（0.00） 2（4.44） 

t 值 - 2.857 0.345 4.186 7.283 

P 值 - 0.091 0.557 0.041 0.007 

3 讨论 

手术室是医院诸多部门中相当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护理质量对

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更是护理工作的优点，且手术室护

理安全性地提高也是医护人员需要研究的课题[4]。因为手术室护理

中不安全的因素较多，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手术的顺利进

行与术后恢复产生影响，必须做好手术室细节护理工作，为患者康

复奠定基础。 

手术室细节护理是新型的护理方法，对护理人员各方面的要求

较高，除了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之外还需要及时发现手术室中的安

全问题，具有丰富的护理经验，较强的责任心等等。护理期间首先

加强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消除其不良情绪；其次做好术中各项护

理工作，有利于手术顺利进行；最后，加强术后干预，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5]。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整体护理质量更优，且并发症发

生率更低，两项指标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实细节护

理的借鉴意义。 

综上，手术室护理中细节护理的应用除了可以提高护理效果之

外还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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