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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加强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够对提高骨科患者术后院内感染预防效果带来的影响。 方法：选定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前

往我院治疗的骨科手术患者共 50 例，对这些患者均采用常规护理管理，设为对照组；选定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前往我院治疗的骨科

手术患者共 50 例，对这些患者均采用手术室护理管理，设为观察组。对两组患者作出院内感染率、护理差错率、护理满意度等指标对比。 

结果：观察组院内感染率、护理差错率、护理满意度三项指标结果数值分别为 2.00%、2.00%和 96.00%，对照组这三项指标的结果数值分别

为 14.00%、16.00%和 80.00%，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使用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够有效控制患者院内感染率、避免护

理差错事件，并切实提升患者满意度，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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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手术是医院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常见手术，通常存在操作较

为复杂、创伤较大、患者疼痛感强烈的特点，且相对容易出现院内

感染等情况，这不光对患者术后阶段康复造成影响，也会导致患者

情绪低落、医疗费用增多，由此可见，医院在骨科手术阶段需加强

护理管理。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够有效排除院内感染渠道，能够避免

出现院内感染情况，在提升医院护理质量的同时，使得患者对于医

院的满意度有所提高。本次研究探讨加强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够对提

高骨科患者术后院内感染预防效果带来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1 一般资料 

选定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前往我院治疗的骨科手术患者

共 50 例，对这些患者均采用常规护理管理，设为对照组；选定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前往我院治疗的骨科手术患者共 50 例，对这

些患者均采用手术室护理管理，设为观察组，本次研究申报我院伦

理委员会，并获批实施。观察组患者 50 人，其中男患者 32 人，女

患者 18 人，年龄范围为 18 周岁至 63 周岁，平均年龄为(34. 57 ± 6. 

32) 周岁；对照组患者 50 人，其中男患者 34 人，女患者 16 人，年

龄范围为 18 周岁至 61 周岁，平均年龄为(33. 96 ± 7. 18) 周岁。

通过对比发现，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并无显著差异(P>0.05)，具备研

究对比性。本次研究的纳入标准如下：（1）满足骨科手术症状；（2）

情绪、认知正常，可以有效配合研究进行；（3）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次研究的排除标准如下：（1）存在血液系统相关疾病、免疫

系统相关疾病；（2）具有较为严重的心理层面疾病；（3）病情恶化，

需进行抢救；（4）存在其他感染性疾病。 

2 方法 

对观察组实施手术室护理管理：（1）护理整改。首先由护理岗

位人员按照现阶段手术室护理工作具体情况作出梳理，归纳当前存

在的护理薄弱之处，并制定整改方案，定期组织骨科手术案例风险

分析会议，结合实践经验，提升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和护理意识。（2）

完善手术室护理管理制度。医院可加强以制度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对手术室人员提出无菌操作、定时消毒等质量管理要求，避免外源

性污染出现。（3）注重安全细节。在对骨科手术患者的临床治疗过

程中，通常需涉及输血、补液等环节，因此护理人员需加强对安全

细节的关注度，及时了解患者体征变化，需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

预防，如对长期卧床患者进行压疮风险评估，确保能够在满足治疗

康复需要的前提下帮助和引导患者改变体位；护理人员也需开展手

术位置清创消毒工作，尽量降低手术时间，以更好规避院内感染出

现。 

3 观察指标 

（1）统计两组患者出现院内感染的情况。（2）统计两组患者

出现护理差错事件的情况。（2）基于自制满意度调查表，了解两组

患者的满意度。 

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以 SPSS19. 0 软件进行分析，以卡方 x² 检验所获得的

技术资料，以率表示，若 P＜0.05，则表明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5 结果 

5.1 对两组患者院内感染率进行比较：观察组此项指标结果数

值为 2.00%，对照组此项指标结果数值为 14. 00%，由此可知观察

组院内感染率明显较低（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院内感染发生率对比( n,% ) 

组别 例数 院内感染发生例数 院内感染发生率 

观察组 50 1 2.00 

对照组 50 7 14.00 

X2 -  4.891 

P -  0.027 

5.2 对两组患者护理差错率及满意率进行比较：观察组护理差

错率为 2.00%，对照组此项指标结果数值为 16.00%；观察组护理满

意率为 96.00%，对照组此项指标结果数值为 80.00%；，由此可知观

察组护理差错率明显较低、护理满意率明显较高（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护理差错率及满意率对比( n,% ) 

组别 例数 院内感染发生例数 院内感染发生率 

观察组 50 1（2.00） 2.00 

对照组 50 8（16.00） 14.00 

X2 - 5.982 4.891 

P - 0.014 0.027 

3 讨论 

骨科手术是临床治疗过程中常见的侵入性操作，容易引发院内

感染事件，这不光会对患者术后康复造成影响，也不利于患者心理

压力减轻、治疗成本减少，因此如何控制骨科手术院内感染是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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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骨科手术能够引发的院内感染的渠道较多，如手术器械效度不

达标、医护人员卫生依从性较差、手术流程规范程度不足等，因此

需完善手术例护理管理规定，通过出台相关条例的方式提升对院内

感染的控制效果。首先可通过组织在职培训的方式，提升医护人员

专业能力和预防院内感染的理念，归纳近年来医院出现的骨科手术

院内感染案例，对存在的护理薄弱之处加以整改，对手术室人员提

出无菌操作、定时消毒等质量管理要求，确保医护人员能够按流程

进行规范操作，从多个角度出发对院内感染加以控制，以切实降低

院内感染现象出现。医院积极采取手术室护理管理，可以有助于健

全手术室管理机制，对医护人员各项工作事宜作出科学约束，以强

化其院内感染预防意识，从而显著降低护理差错事件、切实提升护

理质量，将院内感染风险控制在预期范围内。当前国内研究人员对

手术室护理管理的相关研究已较为丰富，与骨科手术有关的研究文

献也较多，如刘兵兵等在课题探讨中指出，手术室护理管理可以减

少骨科手术患者出现院内感染的可能，避免医护人员出现不按流

程、不按规章操作的情况；荆军杰在其文章中也指出手术室护理管

理模式能够提高骨科医院护理效果，可以提升骨科医院术后感染风

险预防能力。本次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和这些文献观点较为类似，即

观察组患者所获得的护理效果更好，且患者满意度也更高，这表明

加强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够对提高骨科患者术后院内感染预防效果，

可以全面展现出手术室护理管理所对应的实践价值，能够为骨科手

术患者治疗康复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值得在临床治疗阶段进行广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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