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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的效果观察 
李晓清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山东济南  250013 

摘要：目的:探究人性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文共选取 90 例在本院接受手术的患者,所选取的患者
均来源于本院 2018 年 1 月份至 2019 年 3 月份的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4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观察组采用人性化管理方法。结果:护理质量对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人性化管理符合医院工作需求，科学、合理，将其应用到医院手术室护理管理中,提升了护理管理工作质量及患者
护理满意度,应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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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手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创手

术的开展，手术室作为医院进行救治和抢救的重要科室，起

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患者

开始在网上查阅相关信息，但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患者查

阅方向有所偏差，导致患者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紧张焦虑情

绪越来越高涨，甚至有时影响手术配合。如何减轻手术患者

的心理压力，让患者可以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救治，提高手术

成功率，提高护理质量，是我们手术室护士最新的课题。为

解决这一问题，我院自数年前即对患者进行术前访视及术后

随访，将人性化护理模式落到实处，根据患者的需求做出相

关的指导。近年来，更是将人性化护理模式深入到手术间，

将患者手术开始前心理疏导作为工作重点，取得较好效果。

人性化管理模式从尊重人的本性出发, 在护理工作中时刻以

患者的人类本性为根本出发点, 关心患者、尊重患者, 尤其

以患者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为重并尽力满足, 从而达到人的积

极性和智慧的最大程度激活, 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 所以人

性化管理模式在手术室护理管理模式中的应用对于提高手术

室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90 例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

验组，每组 45 人。其中对照组男性 24 人，女性 21 人，年龄

19-56 岁，平均（42.11±5.69）岁；实验组男性 18 人，女

性 27 人，年龄 18-53 岁，平均（41.05±5.26）岁。对比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实验组在手术间引入人性化

管理模式，采用采用心理疏导等手段进行干预。 

1.2.1 改善环境 

在手术室建立良好环境。温度调节适宜，手术室护士与

麻醉医生态度和蔼，微笑面对患者，杜绝冷硬态度。制作小

肩被及薄棉被为患者遮挡肩膀，保护患者隐私。 

1.2.2 提高水平 

手术室护士提高专业水平，无重复操作，无无效操作。

对患者做到操作有解释，安全有保障，使用约束带等保护措

施，保证患者安全。 

1.2.3 心理疏导 

遇到情绪较为平稳的患者，护士各项操作完毕后守在患

者床旁，防止患者坠床同时与患者进行交流；遇到情绪波动

较大患者，护士轻握患者的手，进行交流安抚，音量放低。

在此基础上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 安抚患者紧张、焦虑心态, 

缓解不良情绪, 提高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治疗依从性, 为手

术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提供保障［3］ 。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前舒适程度、手术治疗依从性；观察患

者对护理人员认可度。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对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2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认可度的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 

实验组 45 40 3 2 0 95.56 

对照组 45 29 5 11 0 75.56 

P 值＜0.05 

3 讨论 

手术室是医院最特殊的科室之一，对医院医疗质量和效

果起着重要的作用。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是提升患者手术

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人性化管理的应用，提升了护理管理

工作质量,大大提高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认可度，降低了手术

患者紧张焦虑情绪，提高了手术依从性，在手术室护理工作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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