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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细节护理管理对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的效果。方法：择取 80 例手术治疗患者作为试验对象，通过摸球定组法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中对 40 例手术治疗患者行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观察组中对 40 例手术治疗患者行细节性手术
室护理管理，分析评价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异同之处。结果：观察组不良事件（患者感染、重复穿刺、患者焦
虑）发生率相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的护理工作满意度相较对照组明显提升，差异明显（P<0.05）。
结论：细节性手术室护理管理可有效降低手术室内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提高手术室护理质
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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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手术治疗是疾病治疗中最常用的手段，而常规手
术室护理措施无法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更会因此影响
手术过程和患者预后

[1]
。治疗与护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故在手术治疗中联合科学的护理模式十分必要。本文现以分
析细节性手术室护理管理对手术治疗患者的护理成效，以此
探究现代化手术室护理模式的基础定位和发展方向

[2]
，为大

幅度有效降低手术室内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提升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病例挑选年段：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病例一般资

料：手术治疗患者共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的具体情况：对照组：共有 40 例患者，男 19 例，女 21 例，
年龄区间（19-56）岁，平均年龄（32.56±12.41）岁；观察
组：共有 40 例患者，男 19 例，女 21 例，年龄区间（20-52）
岁，平均年龄（32.53±11.39）岁。资料分析：两组患者在
性别、年龄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分析以
验证如下结论。 

筛选标准：（1）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2）患
者病历资料完整，病史清晰。 

排除标准：（1）患有精神障碍、认知障碍的患者。（2）
患有其他恶性疾病或家族遗传疾病的患者。（3）手术禁忌患
者。 

1.2 操作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主要包括体征监测、

手术协助、生理护理等基础性护理工作。观察组：行细节性
手术室护理管理，立足手术治疗过程将护理过程分为术前、
术中以及术后护理，分析细节问题并施以针对性较强的护理
管理措施，从而达到理想的护理管理效果，主要包括：（1）
术前护理：探视治疗患者并告知其手术流程和注意事项，注
重心理疏导，并在此基础上对手术用医疗设备、器械、麻醉
药剂进行清点核对。（2）术中护理：当患者进入手术室后需
再次确认患者的基本信息，同时询问患者的身心状态，调整
手术室温度、湿度，此基础上注重保暖护理和隐私护理。（3）
术后护理：密切观察患者切口情况，若切口红肿、化脓应及
时基于相关治疗，同时做好心理疏导、生活干预、生理护理
等工作，利于患者预后。 

1.3 观察指标 
观察内容分为两大部分：（1）统计不良事件发生率，包

括患者感染、重复穿刺、患者焦虑几个指标，不良事件发生
率=（患者感染例数+重复穿刺例数+患者焦虑例数）/总例数
x100%。（2）统计护理工作满意度，采用医院自制的护理工作
满意度评价量表进行评价，满分 100 分，由患者打分，分值
标准：①80-100，判定为满意；②60-80，判定为一般；③60
分以下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例数+一般例数）/总例数
x100%。 

1.4 统计学处理 
计算工具：SPSS 22.0 版本软件；表示方法：不良事件

发生率和护理工作满意度都采用[n(%)]表示，进行“χ2”验
证，P 表示差异显著度，P＜0.05 说明数据间差异显著，P>0.05
说明数据间差异不明显。 

2 结果分析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不良事件（患者感染、重复穿刺、患者焦

虑）发生率相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患者感染 重复穿刺 患者焦虑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40 0（0.00） 0（0.00） 2（5.00） 2（5.00） 

对照组 40 4（10.00） 3（7.50） 2（5.00） 9（22.50） 

χ2 - - - - 5.1647 

P - - - - 0.0231 

2.2 护理工作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的护理工作满意度相较对照组明显提升，

差异明显（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工作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2（80.00） 7（17.5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15（37.50） 18（45.00） 7（17.50） 33（82.50） 

χ2 - - - - 5.0000 

P - - - - 0.0253 

3 讨论 
治疗护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促进手术顺利进行并

提升手术质量，尤以临床护理为增进医患感情，提升治疗成
效的必要手段，需要引起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

[3]
。细节性手

术室护理管理即由专业护理团队制定科学的护理方案，围绕
围手术期术前、术中和术后三个阶段全面提升护理效果，术
前阶段引导患者做好准备并检查医疗器具，术中阶段注重信
息核实和舒适护理，术后阶段注重身心干预，于细节处体现
护理专业性和人性化，从而有效降低手术室内不良事件发生
率，显著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到，相较两组，观察组不良事件（患
者感染、重复穿刺、患者焦虑）发生率相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的护理工作满意度相较对照组明
显提升，差异明显（P<0.05），由此说明了细节性手术室护理
管理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巨大应用价值，对提高手术室护理
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值得推广使用。综上所述，细节性
手术室护理管理以手术过程为护理核心，立足围手术期采用
针对性强的护理措施，解决手术过程中的细节性问题，降低
手术室内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同时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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