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37 

医学研究 

腔镜护理专科组在手术室腔镜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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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评估手术室腔镜管理中应用腔镜护理专科组的价值。方法：本文随机筛选我院手术室接收的腔镜手术患者 50 例，根据随

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行腔镜护理专科组管理，对比两组最终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

同对照组数据比较发现，观察组腔镜器械管理质量明显提升，器械使用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均较低，手术医生对器械管理工作满意度以及

患者对治疗满意度评分均较高，组间指标数据对比差异显示(P＜0.05)。结论：对手术室腔镜管理中添加腔镜护理专科组，能够有效提高腔

镜管理质量，减少器械使用不良事件发生，提高患者手术效率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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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腔镜技术已经在临床
疾病治疗中广泛应用，而器械的管理质量会直接影响着手术效率以
及安全性。因此应加大对手术室腔镜管理的力度，通过加强器械管
理使临床腔镜手术的安全性得到提高[1]。所以，本文在下文中对手
术室腔镜管理中实施腔镜护理专科组的价值给予了详细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我院手术室接收的腔

镜手术患者 50 例，将所纳入的患者分成 25 例观察组以及 25 例对
照组，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15 例、10 例，年龄均值在（63.5±2.2）
岁。对照组男女人数各有 14 例和 11 例，年龄平均值为（63.0±2.3）
岁，两组间的数据差异值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行腔镜护理专科组管理：①风

险评估：术前详细掌握手术室腔镜管理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以及临床
中常出现的管理事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出针对性的管理计划。②
建立风险管理小组，加强小组成员的岗位培训，使小组成员能够充
分掌握器械管理相关知识，并组织小组成员定期进行检查，掌握器
械清洗以及包装等相关质量情况，对管理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
纠正。手术前要对器械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器械使用安全性；同时
要详细记录手术次数以及器械使用次数，避免器械使用发生冲突。
③术中护理：小组成员要全面配合手术过程，在手术前要与手术医
生做好交流配合工作，告知手术器械的具体相关情况，同时要了解
掌握手术全部流程，小组成员要随时与手术医生进行良好配合，以

便确保手术效率以及器械使用的安全性；④术后护理：在术后小组
成员要及时对器械使用的情况进行掌握，并要将器械进行全面的清
洗保管，清点器械数量，并要将器械及时收纳完整妥善保管，根据
临床器械管理条例，将其放置标准环境中，以便确保下次手术器械
的使用安全性。 

1.3 观察标准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将两组干预前后的腔镜器械管理质量进

行详细评分对比，指标分值为 10 分，最终获得分值越高表明指标
越好。同时记录对比两组管理期间的器械使用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详细评估掌握两组手术医生对器械管理工
作的满意度以及患者对手术治疗满意度进行评分，每项指标总分值
为 10 分，分值越高表明指标越好。 

1.4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 SPSS20.0,( x±s)和 t 检验/n（%）和 x²

检验为本次计量和计数资料描述方法，两组数据指标对比存在显著
差异时 P＜0.05。 

2 结果 
2.1 两组评分指标对比详情 
护理前两组各项指标对比差异性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器械护理管理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手术期
间器械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医生对器械管理工作满意度以及
家属对手术质量满意度评分均较高，各指标结果同对照组比较占据
显著优势(P＜0.05)，见下表 1、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各计量指标对比详情(n=25， x±s) 

   器械管理质量/分 医生对器械管理工作满意度/分 患者对手术治疗满意度/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4±0.4 9.4±0.6 6.2±0.5 9.3±0.7 6.3±0.8 9.5±0.5 
对照组 6.3±0.2 8.3±0.4 6.3±0.6 8.2±0.4 6.2±0.7 8.7±0.2 

T 1.1180 7.6271 0.6401 6.8219 0.4703 7.4278 
P 0.2691 0.0000 0.5251 0.0000 0.6402 0.0000 

表 2 两组发生的器械护理不良事件情况对比[n（%）] 

组别 n 消毒不合
格 

器械使用故
障率 

手术器械准备
不足 

器械护理不
良事件/% 

观察组 25 0 0 0 0（0.0） 
对照组 25 1 1 1 4（16.0） 

x2     4.3478 
P     0.0370 

3 讨论 
手术已成为目前临床治疗各类疾病的重要手段，尤其是近年随

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腔镜技术的应用率逐渐上升。而临床
腔镜设备的管理质量会直接影响器械的使用安全性以及患者手术
治疗效果。因此需要加强对腔镜手术器械的管理质量，通过规范化
的管理，降低腔镜器械使用的风险，是提升临床手术效率及安全性
的关键[2]。因此，本篇文章中对手术室腔镜管理中采取了腔镜护理
专科组干预，并获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该措施主要是通过建立器
械管理小组、加强风险评估以及定期进行岗位培训，能够有效提高

小组成员对腔镜器械管理能力，并结合临床器械管理存在的问题开
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确保了临床管理的有效性；通过加强术前的
器械检查清点以及准备等工作，减少器械使用不安全事件发生；术
中加强与医生的沟通配合，从而能够提高手术中器械使用安全性；
通过加强术后器械数量清点、清洗包装、存储以及安全检查等一系
列措施，进而能够确保器械使用的安全性及效果[3]。 

综上所述，对手术室腔镜器械管理中及时开展腔镜护理专科组
干预，能够进一步提升临床器械护理管理质量以及器械使用的安全
性，提高患者的手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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