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195 

医学研究 

标准化手术室护理配合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常琳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102445)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标准化手术室护理配合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选择我院接受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 30 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区分为了两个组群，分别为对照组统共 15 例使

用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统共 15 例使用标准化手术室护理，对患者最终干预的成效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与分析。结果：手术消耗时间以及术中

出血量更多的一个组别为对照组 P＜0.05）。结论：在对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进行治疗的患者来说，对其按照标准化手术室护理模式进行相应的干预

工作，能够让患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并减少其术中出血量，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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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术在现阶段的临床治疗中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特

别是针对于出现髋关节骨折的老年患者来说，该项治疗的应用能够

将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1]。但是因为一部分的患

者对于手术治疗的耐受能力有一定的限度，而该项手术的操作相对

更加复杂，所以需要在手术过程中配合更加优质的手术护理，保证

患者的手术治疗最终成效能够达到预期状态[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通

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选择我院接受髋关节置换术治疗

的患者 30 例作为入组成员，将其区分为了两个组群，分别为对照

组统共 15 例使用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统共 15 例使用标准化手术

室护理，8 例和 7 例分别为对照组的男女患者例数，68 岁至 81 岁

为其年龄，均值（72.25±2.55）岁；9 例和 6 例分别为观察组的男

女患者例数，69 岁至 80 岁为其年龄，均值（72.36±2.41）岁；将

基线资料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没有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归属于对照组的患者，对其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 

1.2.2 观察组 

归属于观察组的患者，对其按照标准化手术室护理模式进行干

预，其所涉及的护理干预工作具体内容如下：①术前：护理人员需

要对患者的现阶段实际情况进行观察，并对患者进行病情现状的评

估工作，同时需要询问患者是否有特殊的需求，并了解患者既往所

存在的过敏史和病史，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实施一定的心理疏导工

作，同时需要对本次研究所使用的相关器械进行更加仔细的检查和

消毒工作，并为患者安排更加适宜的手术时间。②术中：在进行手

术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实施与医生之间的手术器械

传递工作，并与医生进行配合完成相应的手术操作，其中就包括了

进行关节清理、消毒以及包扎等操作，尽可能的将手术时间进行缩

短，同时需要确保整个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在操作的过程中均处于

无菌状态，并对患者关节周围的组织进行及时的清洁与干燥处理，

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对于器械

护理以及巡回护士而言需要进行维持性操作以及质控操作，其中就

包括了需要对患者进行相应液体的管理工作、维持手术室温度适宜

性、麻醉配合以及气道确认等工作，在此过程中器械护士双手需要

保证为完全无菌的状态下。同时对于巡回护士而言，需要对患者可

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预案，并准备可能会使用到的药物与器械。手

术室中所使用到的所有器械与药物，应该定位进行整齐的摆放，专

人进行保管，并定时定期进行检修。③术后：手术完成后第一时间

就需要对相关器械进行收集与整理工作，并查看手术器材是否完

成，护理人员需要在患者病情稳定之后为患者指导进行翻身运动，

并保证患者病房的干净与整洁。 

1.3 观察指标 

手术指标：针对于患者的各项手术指标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

较，其中所涉及的指标包括了手术持续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经 t 检验，

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 

由表 1 结果所示，手术消耗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更多的一个组

别为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 sx ± ） 

组别 例数 手术持续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观察组 15 92.02±18.32 106.32±12.31 

对照组 15 106.38±19.21 127.97±21.03 

t  2.095 3.440 

P  0.045 0.001 

3 讨论  

在现如今的临床治疗中，髋关节置换术已经成为临床广泛使用

的一种治疗手段，通过该方式能够让患者的关节功能状态得到较为

理想的改善，同时让患者的身体功能进一步得到恢复。在实施该项

手术治疗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患者最终所获得的治疗成效能够达到

预期值，就需要通过更加科学的护理操作与之进行配合，从而使得

手术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 

就以往所开展的常规护理干预而言，其对于患者的最终治疗成

效并不能产生较为理想的干预效果。但是在通过标准化手术室护理

配合模式对实施上述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干预工作，能够全方位的

对患者实施手术的过程中进行考虑，通过更加有效、合理的手术过

程，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干预服务[3]。在该护理护理模式下，

能够为患者的病情状况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从而设定出更加合理

的手术方案，将医生与护理人员之间所拥有的配合度进行了有效的

提升，最终产生的手术护理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4]。 

综上所述，在对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进行治疗的患者来说，对

其按照标准化手术室护理模式进行相应的干预工作，能够让患者在

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并减少其术中出血量，是一种值得临床实

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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