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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安全要素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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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安全要素及其处理方法。方法:选取于 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我院外科工作的 40

例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按是否经过专业护理培训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0 例。比较两组出现不良护理行为的人数和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分析并总结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安全要素及应采取的处理方法。结果:观察组护士护理操作不规范
2 例，护理态度不佳 1 例，护患沟通不良 1 例，护理记录不详细 2 例;对照组护士护理操作不规范 16 例，护理态度不佳 8 例，
护患沟通不良 8 例，护理记录不规范 10 例，排班不合理 6 例。观察组各项护理不良行为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外科临床
护理中的不安全要素较多，应加强专业护理培训，提高外科临床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责任心，加强护
患沟通，合理排班，努力减少不安全要素，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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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良好
护患关系的关键，也是患者早日康复的保障。因此，分析外
科临床护理中的不安全要素及其处理方法对于提高本科室护
理质量、保证护理工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高患者满意度
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2］
。为此本文对外科临床护理中的不

安全要素及其处理方法进行探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我院外科工作的护
理人员为 40 例，按上岗前是否经过专业护理培训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20 例。其中对照组年龄 20～35 岁，平均(26．3
±2．4)岁;本科 3 人，大专 15 人，中专 2 人;护师 1 人，护
士 19 人。观察组年龄 22～38 岁，平均(27．1±2．6)岁;本
科 2 人，大专 16 例，中专 4 人;主管护师 6 人，护师 10 人，
护士 4 人。两组护士的年龄、学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成立监督小组观察并记录两组护理人员工作中存在的不
安全要素和不良护理行为的发生情况，采用外科自制的护理
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采用百分制进
行评价:优秀:≥90分;良好:80～90分;合格:70～80分;不合
格:＜70 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应用 SPSS1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1 两组护理人员不良护理行为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各项护理不良行为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05)。 

2.2 患者对两组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7.2±1.4)分，对照组为
(86.1±1.2)分，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3.1 外科临床护理中的不安全要素 

当前，外科临床护理中的不安全要素较多，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①专业及法律知识欠缺:部分护理人员专业知
识欠缺，未经专业护理培训就直接上岗，导致护理差错较多
益。②护患沟通不良:护患沟通不良是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也是重要的不安全要素之一。部分护理人员习惯
于程式化的和患者接触，未能积极与患者沟通、真正关心和
了解患者的病情。③责任心不强:部分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缺乏
责任心，不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遵医嘱用药，

甚至出现无菌操作不规范、发错药等护理差错，进而造成院
内感染等后果。 

④排班不合理:由于外科护理工作量较大，排班不合理时
往往难以保证护理人员的有效休息时间，导致其过度疲劳，
影响其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易发生并发症，进而影响护理
质量。 

3.2 针对护理不安全要素的处理方法 

针对以上不安全要素，为提高外科护理质量，消除或减
少护理不安全要素，应采取以下处理方法:①加强专业护理培
训，提高护理人员的相关知识水平:为新进护士和进修实习人
员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培训计划，定期选送年轻、有培养潜
力的护理人员到高一级医院进修学习，定期开展技术操作考
试，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重视开展安全教
育，加强岗前培训，增强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努力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和自身利益。②提升护患沟通水平:

督促本科护理人员学会换位思考，充分认识到有效沟通的重
要性，讲究沟通艺术，提高沟通水平，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
想，重视患者主诉，满足其合理要求，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减少护患纠纷。③增强护理人员的
责任感:责任感不强是引发护患矛盾的重要因素，外科应定期
对护理人员进行督察，采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了解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督促护理人员增强工作责任感，为患者提
供优质护理服务，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减少医疗纠纷。④合
理排班:视情况增加护理人员，推行弹性排班制，合理搭配值
班人员;采用人员调配方法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护理安全，
了解和关心护理人员的工作及身体状况，提高其身心健康水
平。⑤规范护理记录:护理记录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应规范护
理记录，保证护理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护理人员应随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认真细致的做好
护理记录，使其作为患者病情变化的重要依据，为临床治疗
提供便利，进而提高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发现，经过专业护理培训后上岗的观察组护士
其护理不良行为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也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有意义(P＜0．05)。
提示开展专业护理培训、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及管理措施有
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护理技能和综合素质，
有助于减少不安全要素、护理差错和医疗纠纷，提高护理质
量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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