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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中质控小组与专业小组联合 

应用的效果 
王淑焕  何金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831100） 

摘要：目的：为提升我院手术室护理管理服务质量，特开展此次研究，将对质控小组与专业小组联合应用的实施性做详细阐述。方法：随

机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80 例行微创手术治疗的患者做为此次临床研究对象，均分两组后分别施以不同护理管

理方案，将其组间记录数据做对比。结果：统计研究表明，通过质控小组与专业小组联合应用的实验组仅有 4 例不良事件发生，占比率 4/90

（4.44%），且各项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均显高，亦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明显化，统计 P 值均＜0.05，说明存在对比意义。结论：临床

对微创外科手术室患者开展护理质控小组与专业小组联合应用下护理质量管理控制，可在提升手术室整体服务质量的同时，减少感染事件

的发生风险，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且保障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了护患间和谐关系，有利于院部长远发展且影响意义巨大，

故值得将其科学利用并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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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属医院组成结构中重要科室之一，微创外科

手术主要以腹腔镜、内窥镜技术为代表，具有定位准、

创伤小，并发症少、预期效果好等优势特点，适用于多

类型疾病中，与其他科室护理工作相较，微创外科手术

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独立性，需要更加完整

的护理体系来保障手术疗效[1,2]。为推动手术的顺利开展，

提高治疗安全性，手术室护理管理成为重点，需规范护

理干预流程，强化医护工作人员安全意识，及时排除潜

在风险，以提升其专业技能，保障临床整体护理服务的

有效性、辅助性[3,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期间收治

的 180 例行手术治疗的微创外科患者做为此次临床研究

对象均分两组，病例结构：120 例男性、60 例女性，年

龄范围 20-48 岁，均值（34.41±4.24）岁；两组资料比

对后未体现出明显性差异（P＞0.05），符合分组条件,护

理人员对研究流程和具体内容进行讲解后，其在相关文

件上进行签字说明。 

1.2 方法 

基础性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施以对照组，落实术前

常规宣教、手术全程生命体征进行监测、护理及对其生

活、康复、饮食等多方面进行指导。质控小组联合专业

小组护理管理模式施以实验组，①组建质控专业小组，

挑选从业多年医护工作且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成立质控

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联合科室质控小组，负责监

督、指导各项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并明确其他人的分工，

同时还需每天对手术室采取例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第一

时间上报并及时制定整改计划[5,6]。②规范手术室管理制

度章程，根据自身专业知识技能结合质控管理要求并参

考《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等管理内容，制定合理且标

准化的手术室管理制度，在手术全过程中严格遵守管理

制度，将专业护理理念融入手术室护理工作中，优化工

作流程，认真落实核心制度，并对潜在风险予以识别和

预防，以降低手术中感染及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③环

境管理控制，于术前半小时打开净化系统，保障手术室

内清洁、空气流通；术前对高频接触使用消毒湿巾进行

清洁；术中对喷溅的血液、体液及时进行规范处理；术

后，检查所有物品，对平面、地面及所用设备及仪器进

行全面擦拭与消毒，并放回原位[7,8]。④设施管理控制，

将手术所需物品进行分类放置，重点对易感物品进行强

效消毒、杀菌操作；全天开放手术室净化系统，建立巡

查单，利用“至数云”信息系统进行监管，组长定期对

医疗设施进行检查、维护与管理，保证其使用性、安全

性。⑤手术全程加强巡视工作力度，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并予以处理。⑥专业小组将制定的专科特色访视内容、

手术护理服务项目落实于工作中，并进行专科满意度调

查，及时完善工作中的不足，为患者和手术医生提供满

意服务。 

1.3 观察指标 

两组护理管理措施实施后，对患者护理质量评分、

不良事件发生率两项数据情况进行统计，后对组间进行

研究，并分析不同护理管理措施对手术患者的有效性。 

①护理质量评分：采用我院“护理质量评估量表”

搜集各组患者对护理管理行为的认可度，内容涵盖卫生

管理、感染控制、仪器设备、护理文书等，引用相关统

计软件计算平均值，以百分制为评分标准，分值愈高则

说明干预方案对提升整体护理管理质量的实践性。 

②不良事件发生率：搜集研究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

例数，即压疮、仪器设备故障、标本登记错误、管道脱

落、用药错误等多项，引用相关统计软件计算各项病例

占比率，整体数据趋低组说明管理方案更具推广性，可

提升患者医疗安全性。 

1.4 统计学分析 

数 据 分 析 采 用 SPSS 21.0 专 业 统 计 学 软 件 ， 以

（ sx ± ）表示，通过 T 比对检验，同时以（n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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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出 X2 数值完成检验，P﹤0.05 代表本研究相关数

据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评分 

结合下表格（表 1）数据可知，将两组患者护理管理

质量评分采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对比分析，组间数据差异

明显化，研究组各项评分均远高于对照组，统计 P 值均

＜0.05，说明存在对比意义。具体数据如下： 

表 1 两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对比（ sx ± ）分 

时间 项目 实验组（n=90） 对照组（n=90） T 值 P 值 

卫生管理 65.36±2.54 65.69±2.48 0.509 0.612 

感染控制 64.23±2.14 64.24±1.42 0.021 0.983 

仪器设备 63.28±2.13 63.29±2.16 0.018 0.985 
干预前 

护理文书 63.72±1.12 63.61±1.52 0.319 0.750 

卫生管理 84.64±1.72 76.65±0.96 13.432 0.000 

感染控制 83.47±1.43 75.47±2.05 10.487 0.000 

仪器设备 82.63±2.12 74.21±2.15 8.213 0.000 
干预后 

护理文书 83.44±3.19 75.26±2.04 7.534 0.000 

2.2 不良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4/90（4.44%）明显低于对照

组 15/90（16.66%），（X2=8.2081 ，P=0.0042）（P＜0.05）。

其中，实验组压疮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90（2.22%）、管

道脱落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90（2.22%），无其他不良事

件发生；对照组仪器设备故障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90

（4.44%）、压疮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90（2.22%）、标本

登记错误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90（1.11%）、管道脱落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4/90（4.44%）、用药错误不良事件发生

率为 4/90（4.44%）。 

3 讨论 

临床基础性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内容较为单一，针

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缺乏针对性、全面性，管理风险意识

不强，且对手术器械及所用设备的查检工作不到位，基

于此整体管理质量停滞不前。质控小组与专业小组联合

应用下开展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从术前访视、手术耗材

准备、器械检查、设备使用、患者交接、手术安全、输

血用药等诸多方面进行反复质控，在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时能够及时处理，以确保手术、患者、设备、医护等安

全性[9,10]。结合上述研究数据表明，通过质控小组与专业

小组联合应用的实验组仅有 4 例不良事件发生，占比率

4/90（4.44%）且各项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均显高，亦优于

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明显化，统计 P 值均＜0.05，说

明存在对比意义。 

综上，临床对微创外科手术患者开展质控小组与专

业小组联合应用下护理质量管理控制，可在提升手术室

整体服务效率（质量）的同时，减少感染事件的发生风

险，且保障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了护患间和

谐关系，有利于院部长远发展且影响意义巨大，故值得

将其科学利用并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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