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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探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 

王政荣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手术室  福建莆田 351100) 
 

摘要： 目的： 探究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方法： 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接受常规手术室护理的 120 
例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 而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6 月我院接受强化手术室护理的 120 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组。 结果： 研究组的

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存

在的具体安全隐患，进而制定并落实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从而实现降低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的目的，保障其手 术治疗效果，较大程度上增

加临床的手术护理满意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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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一个危重患者抢救的重要部门及场所， 其在治疗

过程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因此，手术室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均会严重威胁患者的机体健康及影响手术治疗的整体质量，因

此 ，着重关注高风险手术室护理安全成为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阶段，临床上普遍依据具体的安全隐患问题制定并落实具有针对

性的防范措施，强化 护理干预可以促使手术室护理工作趋向于制

度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 较大程度上 提高手术室护理的管理质

量和综合素质， 护理效果显著 ［1］。 本文研究分析了手术室护

理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我院接受常规手术室护理

的 120 例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 而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6 

月我院接受强化手术室护理的 120 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组。 其中

对照组中男 75 例， 女 45 例， 年龄为：  25-75 岁， 平均为： 

（50.0 ±1.5） 岁。 研究组中男 74 例， 女 46 例， 年龄

为：  24-75 岁， 平均为： （49.5 ±1.8）  岁。全部患者的一

般资料无明显差异性（P＞0.05）。 

1.2 方法 

1.2. 1 对照组：   常规手术室护理干预。 

1.2.2 研究组： 强化手术护理干预。 临床上总结了手术过程

中产生护理安全隐患的几点原因，其总结如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

不强，没有贯彻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操作能力不过关，查对清

点不严，未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巡查力度不足等，然后制定防范措

施，其主要内容为： （1） 提高医护人员的素质、能力，加强人

员配置，必须严格筛选手术室的护理人员，保证其有丰富的专业理

论知识，加强的操作能力，同时应保证其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高

度的责任心以及敏捷、严谨、冷静的工作作风，加强自我约束，降

低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同时创建完善的考核制度。应以安全隐患

为基础制定考核制度，用以提高护士的责任心、使命感。考核评价

标准应与护士的奖金、待遇以及晋升挂钩，用以保证其时刻警惕，

不敢触犯规章制度。护士长 定期巡视，不定期监督管理护理人员

的操作，侧重考核原始记录。老带新。 对于工作能力不足者， 制

定具体的老带新工作方案， 将全部护士按专科分 为多个小组。 刚

入职或资历尚浅的护士均接受经验丰富的护士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促使其在短时间内 提高能力， 每隔 7 天开展一次集体会议， 首

先总结上周工作情况， 通过研究分析年轻护士具体工作中出现的

不足、问题，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每月则应

该组织全部护士招考科内讲座及参加操作培训考核，同时，由小组

组长集中教育其组员， 以提高经验不足护士的 专业水平。（2）手

术室相关操作：①护理人员严格依据手术计划表，应用推车接送患

者，并增加约束带和护栏，并注意保护患者的滕头和肢体，避免碰

伤；②严格执行三查七对的原则，严格核对患者有无应用过抗生素，

有无过敏史，确定随用药物患者没有过敏反应后指导患者用药，并

指导患者在临时医嘱上签字，标明用药时间；若需输血应再次核对

病理，和麻醉师再次核对，保证血袋无破损，血浆无混合后输血；

③应用仪器时应先检查好其性能，强化术中的巡视力度；④明确送

检流程。（3） 规范标准化流程。 

依据具体手术类型及专科性特点制定出手术室各项护理工作

流程 ，对各项护理活 动均按流程进行操作 ，并通过实施标准化

的管理措施指导相应的护理工作， 从而避免安 

全隐患的发生。 如制定 ：《术前访视工作流程》、《手术室消

毒隔离制度规范》、《手录在质控手稿上 ，并录入电脑 ，科内整改

分析 ，以保证手术患者的安全 ！（4） 细节护理。 患者依据指导

不到位、 心理波动等问题制定相应的细节护理干预。 需要全部护

士熟悉不同手术的流程、 禁忌和注意事项等具体情况，在术前向

患者介绍手术、麻醉及护理的相关信息 ，以提高患者对手术的应

激能力 ，增强信心！   同时， 对于心理状态不佳者则应该主动

积极制定疏导方案， 以亲切、 和蔼的态度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1.3. 1 对比手术室护理安全问题， 其中分为轻度、 中度、 重

度。 

1.3.2 对比手术室护理的满意度， 其利用自制的满意度量表， 

其标准为： 非 常满意： 超过 90 分， 基本满意： 70-89 分， 不

满意： 低于 70 分。 总满意度=非 常满意度+基本满意度 ［2］。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2.0 分析， 其中计数时用 X2 （%） 检验， 计

量时用 t 检测（ sx ± ） 检验，   P＜0.05 时， 差异显著。 

2 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 

1。 

表 1 手术室护理安全问题 （例， %） 

组别 例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发生率 

对照组 120 8 5 3 13.3% 

研究组 120 2 1 0 2.5% 

X2 

P 

/ 

/ 

4.069    4.044 

＜0.05    ＜0.05 

4.033      4.052 

＜0.05     ＜0.05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 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 （例， %）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120    50 40 30 75.0% 

研究组            88 

X2         /      4.389 

P          /       <0.05 

30 

4. 102 

＜0.05 

2 

4.289 

＜0.05 

98.3% 

4.258 

＜0.05 

3 讨论 

随着现阶段医疗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患者针对治疗效果方面

的期望值水平也逐渐升高。建设医院内涵的一项重要抓手就是医疗

服务质量。美国医学会(AMA)曾经针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表述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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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益于维持或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给予患者及时行的医疗服务

干预，患者可以参与到自身的诊断及治疗等相关医疗活动当中，医

院提供的护理服务需要具有人性化，且对患者的心理感受进行重视

及关心。目前，不同级别医院的管理者在管理医院期间均以医疗服

务质量为核心内容。而护理质量则属于一项医疗服务质量中的最重

要部分。在我国“十二五”的具体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提升临床护

理服务水平及能力，在临床中全面推行整体责任制护理服务的模

式，积极推广优质护理服务。而护理质量的高低可以对医院在整个

医疗行业的声誉、医生发生诊疗技术及医疗安全等方面产生直接性

的影响，进而整体提高医院管理的质量，促进临床护理工作的健康

持续性开展。护理质量的安全管理则以安全性为首要关注内容。患

者到医院进行就诊之前，首先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接受临床诊疗，要

确保患者的可以正确诊断、正确及时的治疗。对护理工作产生影响

的相关风险因素多种多样，由于患者与护理人员在整个医疗过程中

接触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因此，一旦发生疏忽就会出现医疗事故

及差错。 

社会的不断发展较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文化的整体水

平，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患者对护理质量、医疗质量、医疗护

理和医疗治疗安全、自我保护观念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手术室是

重要的抢救危重患者，为患者进行手术的场所，因此其护理安全更

为重要。如手术室中出现任何环节的失误，均会导致潜在的安全隐

患变成差错事故，给患者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积极发现手术室护

理工作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并依据具体原因制定出针对性的防范措

施，进而整体提高手术室护理的质量，提高医院的公众形象和经济

效益。 

由于手术室护理工作需要较高的技术性、强工作度，手术过程

中出现任何微小疏忽均能够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在手

术室护理过程增强相应的安全管理力度，进而制定相关的防范措

施，严格遵循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护士的业务能力及专业技能水平，

加强手术器械的保养与管理，并增强手术室仪器的检查力度，彻底

清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相关研究指出，积极

查找安全隐患，并针对性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较大程度上降

低护理差错率，提高患者的诊疗安全。本次研究，针对上述安全隐

患问题， 制定出包括规范标准化流程、 老带新和细节护理的 方

案 ［3］。 由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的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 （P＜0.05）， 且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 

说明依据安全隐患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治疗的安全

性，进而提高其满意度，加快临床康复的速度。主要因为：手术强

化护理干预中应用规范、标准化流程，随后严格遵循流程操作，增

加护士的理论知识，增强护士的操作能力，进而保障患者的治疗安

全性，规避多种安全问题。 老带新则注重护士的能力， 借助工作

指导方式快速增强护士的专业能力。细节护理干预的应用能够较大

程度上提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配合度， 也有利于护士

经验及专业知识的积累， 制定相关的预防防范措施［3］。同时明

确护士自身的护理责任，激发其对护理工作的责任感、热情，提高

工作效率。马雪莲、郭培丽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手术室护理中

强调安全管理可以有效降低护理差错发生率，提高手术室护理的安

全性［4］。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分析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具体安全隐

患，进而制定并落实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从而实现降低护理安全问

题发生率的目的，保障其手 术治疗效果，较大程度上增加临床的

手术护理满意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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