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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介入手术室的护理安全隐患、并制定针对性对策。方法：选取医院接受介入手术治疗患者为观察对象，观察

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共计 100 例，分析介入手术室护理安全隐患、制定针对性对策。结果：100 例介入手术

治疗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2例患者出现安全隐患，其 1例患者表现为迷走神经反射，1例患者继发性感染，发生率 2.0%；经

自拟满意调研表显示，100 例问卷回收利用率为 100%，持非常满意患者 69例，持基本满意患者 30 例，持不满意患者 1例，

总满意度为 99.0%。结论：介入手术室的护理安全隐患较多，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开展预防对策，确保手术安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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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术为临床常用医疗救治手段，主要适用于心脑血

管患者，普遍具有病因病机复杂，病情进展快、预后不佳等

特异性表现，介入手术开展影响因素较多，于手术治疗期间

患者护理依赖性较大，完善手术护理模式具有重要课题探讨

价值。手术室作为医疗抢救重要场所，是为患者提供检查及

抢救的重要部门，手术室影响因素较多，与患者抢救效果具

有直接关联
[1]
。随着近年医疗技术不断完善，人们受教育水

平提高，医疗维权意识增加，介入手术开展质量受到临床学

者高度关注。为满足患者全方位医疗需求，加强介入手术室

管理，确保手术室安全开展，为医疗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
[2]
。介入手术室开展风险因素较多，与手术室环境、医务

人员因素、手术器械因素、患者因素等具有高度关联，手术

安全隐患较大，直接影响患者生命安全。本研究特针对介入

手术室护理安全隐患进行阐述，通过总结经验，检索最新文

献等方式，制定针对性管理对策，以提高进入手术室护理管

理质量，确保手术安全开展，推动医疗事业持续化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接受介入手术治疗患者为观察对象，观察时间

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共计 100 例，其中涉及男性

患者 59 例，女性患者 41 例，年龄区间 48-73 岁，均龄（62.73

±1.72）岁。介入手术治疗方式：冠脉支架植入手术 29 例，

冠脉造影 30 例，肝动脉造影 20 例，全脑血管造影术 13 例，

其他手术 8例。 

纳入标准；（1）所选患者均遵医嘱接受介入手术治疗；

（2）患者均具有完整病历资料。 

排除标准；（1）病历资料残缺；（2）因不可抗力因素

脱落研究人员。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针对我院介入手术室既往安全风险因

素进行回顾性分析，开展主题座谈、小组讨论、品管圈等方

式明确。进入手术室，安全隐患发生因素、临床危害等，要

求组内成员各抒己见，通过检索最新文献，制定针对性预防

对策。 

1.3 评价标准 

观察介入手术治疗期间安全隐患发生情况；采用自拟护

理满意问卷调研表，针对药物管理、安全管理、医疗关怀等

维度，设置为百分制，总分≥90 分，则为非常满意，总分 89-70

分，则为基本满意，总分＜70 分，则为不满意，计算满意度。 

2 结果 

2.1 介入手术安全隐患分析 

100 例介入手术治疗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2 例患者出现

安全隐患，1例患者表现为迷走神经反射，1 例患者继发性感

染，发生率 2.0%。 

2.2 2 组患者介入手术护理满意调研结果 

经自拟满意调研表显示，100 例问卷回收利用率为 100%，

持非常满意患者 69 例，持基本满意患者 30 例，持不满意患

者 1例，总满意度为 99.0%。 

3 讨论 

随着近年手术技术不断优化，临床针对手术完成质量提

出更高要求，介入手术开展对手术者专业性要求较高，考虑

患者病因病机较为复杂，病情较为危重，介入手术开展时机

与其抢救结果具有直接关联性。患者病情危重情况与介入手

术室安全隐患具有直接关联，若患者途中转运不当，易导致

局部血肿或引流管脱落等，增加介入手术开展风险性
[3]
；同

时因患者发病后，伴有不同程度恐惧、紧张、焦虑等负面情

绪，作为机体主观感受，负面情绪会导致患者生命体征波动，

例如血压、脉搏、心率等，增加病情风险性，部分患者治疗

依从性较低，易出现抵触治疗或医源性损伤，是阻碍介入手

术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介入手术开展有赖于完善的手术

器械准备，因介入手术开展时机较快，若器械准备不得当，

术中器械存在交叉感染，器械无法正常运行，均会直接影响

手术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于临床发现，介入手术室开展风

险与患者主观因素具有高度关联性，若患者术中体位不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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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躁动等情况，易导致手术风险，患者局部皮肤长期受压

抑，出现压力性损伤或局部疼痛，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
[5]
。

介入手术室开展与护医务人员专业性具有直接关联性，要求

护理人员须于介入手术开展之前，针对手术开展情况、患者

病情进行客观评估，确保患者合理用药，开展针对性抢救对

策，若于治疗之前未详细核对患者信息或手术治疗、药物使

用等内容，会导致医嘱执行不当等，增加手术风险性，加之

介入手术治疗，需于无菌条件下进行，若护理人员无菌操作

意识薄弱，未严格按照无菌手术室操作，是增加患者机体感

染发生、加重患者病情、导致不良预后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6]
。 

本研究观察显示，100 例介入手术治疗患者均成功完成

手术，2 例患者出现安全隐患，其 1 例患者表现为迷走神经

反射，1 例患者继发性感染，发生率 2.0%；经自拟满意调研

表显示，100 例问卷回收利用率为 100%，持非常满意患者 69

例，持基本满意患者 30 例，持不满意患者 1例，总满意度为

99.0%。针对上述安全隐患，开展针对性干预对策，加强医务

人员综合素质，开展岗位培训教育，针对介入手术室风险因

素安全管理重要性、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进行岗位内宣教，

提高医务人员专业技能，明确手术室开展无菌操作，明确手

术开展流程，于手术开展之前，详细核对患者个人信息、药

物使用情况、手术器械等；于患者手术开展之前详细检查手

术使用特殊导管、急救物品是否准备妥当，观察一次性物品

外包装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破损等，医疗器械消毒灭菌质量，

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等情况发生。手术室护理人员需针对患者

病情，了解患者术中躁动发生风险性，开展预见性护理干预

对策，于患者转运途中，适当增加防护装置，避免患者跌倒；

针对存在躁动患者，可适当使用医疗约束设备；于转运期间，

加强对患者四肢、头部防护，确保患者平稳转运，避免非计

划性脱管情况发生
[7]
。待患者进入手术室后，指导患者手术

体位，确保患者手术舒适，针对受压部位，适当采用软枕进

行防护，有效缓解局部剪切力，降低术中压力性损伤情况发

生；检查手术使用器械各项参数等，确保手术顺利开展。培

养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理念，手术开展之前，与患者建立良好

科护患沟通，明确患者机体状况及心理状况，开展有效的医

疗关怀，针对手术开展注意事项、手术开展、可行性、手术

转归等相关情况对患者进行讲解，提高患者手术治疗期待性，

提高患者手术配合度，有效缓解患者术前焦虑、紧张、负面

情绪，避免因负面情绪影响术中生命体征的波动，有效降低

手术风险性。开展安全管理，加强手术室器械及环境干预，

恒温调控室内温湿度，检测手术室内细菌含量，确保无菌手

术顺利开展；于手术开展期间，限制非必要人群流动，有效

避免细菌侵入，加强患者术中防护，详细监测患者术中生命

体征波动情况，及时开展针对性治疗对策，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促使患者平稳过渡围术期。开展安全宣教，于患者手术

开展之前，加强患者宣教，针对手术开展注意事项等情况，

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讲解，确保患者明确手术开展注意事项等，

提高患者遵医行为，有效降低因患者因素导致的风险事件；

要求患者及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患者及家属具有手术

风险承担能力，有效避免不良医患纠纷情况发生。 

综上，介入手术室的护理安全隐患较多，分析相关影响

因素，开展预防对策，确保手术安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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