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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手术室细节护理在提升手术室护理安全性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姜笑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目的：分析对手术室内患者进行细节护理对安全性的影响。方法：从 2021 年 1月- 2022 年 1月区间入院接受手术的患
者内随机选择 60例展开实验，根据两组接受的护理模式进行分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内 3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实验组接受细节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的护理安全性以及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结果显示，手术
室护理时采取细节护理措施，可以提高安全性以及患者满意度，建议手术室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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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临床治疗医生的主要科室，该科室具有治疗

时间比较长、技术要求高、风险大等科室特征
[1]
。手术过程

中，患者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可以改善手术治疗，提高疗效，
其具有重要意义。细节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其属
于前瞻性护理，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中，将其用于手术室
护理可以保证最终的护理质量

[2]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区间入院接受手术的患者内

随机选择 60 例展开实验，根据两组接受的护理模式进行分
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内 30 例。实验组年龄在 22-60
岁区间内，平均（33.84±2.69）岁，男 16，女 14。对照组
年龄在 25-55 岁区间内，平均（33.92±3.23）岁，男 15，
女 15。分别对比两组的病历信息后，P＞0.05，具有统计学
可比性纳入标准：（1）患者入院时心脏、肺部以及肾脏等功
能正常。（2）患者不存在意识障碍，且术后苏醒，可以正常
沟通。排除标准：（1）资料不详。（2）拒绝手术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细节护理：（1）完善

核对：手术室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患者的身份识别，并在患者
手术前后进行详细的交接工作。当患者手术结束后需要及时
查对，预防发生差错事故，提高安全性。患者进入手术室后，
护士需协助麻醉师对患者麻醉，且提前检查手术器械以及设
备，保证后续治疗顺利开展。强化手术室内的杀菌消毒效果，
保证手术室的无菌环境。（2）术中护理：护士需在手术前，
详细检查患者的皮肤情况，可以适当涂膜部分液体敷料，必
要时可以在肢体下方放置海绵垫，预防出现意外。患者手术

过程中，需保持皮肤干燥，切忌出现药物渗液等。并且，手
术过程中，护士还需注意保温，避免患者术中体温过低，影
响手术效果。患者除了手术部位外，其他部位不可暴露，必
要时可以使用热毛巾包扎，以此维持患者的体温正常。同时，
护士在手术过程中，还需密切注意患者皮肤颜色、生命体征。
术后需注意患者的情况，转运过程中，密切观察引流管、导
管等设备，保证患者的安全性。（3）心理护理：护士需注意
患者的情绪，在手术治疗前，对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手术内
容以及注意事项，尽量疏导患者的不良情绪。护士通过介绍
主治医生的情况以及手术治疗流程，协助患者树立良好的治
疗信心，相信医护人员。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之后的安全性，主要观察指标包括配

合技能、仪器设备管理、隔离消毒、器械准备。各个项目最
高分数为 100，分数越高则护理安全性较高。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手术室自行拟定调查问卷，分数
最高为 100 分，指标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非常
满意：分数在 80 以上。满意：分数在 79-60 分。不满意：分
数低于 60 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满意）/总人数*100%。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n/%）

表示，x
2
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准差（ sx  ）描

述、t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安全性 
实验组的护理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且 P＜0.05。详见

表 1。 
表 1 护理安全性（ sx  ） 

组别 例数 配合技能 仪器设备管理 隔离消毒 器械准备 

对照组 30 90.23±1.32 90.06±1.02 76.23±3.26 73.36±2.31 

实验组 30 95.35±1.36 95.36±1.01 94.54±3.59 91.65±3.46 

t 值 - 14.7966 20.2232 20.6809 24.0798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2.2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且 P＜0.05。详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30 17 12 1 96.66（％） 

对照组 30 11 10 9 70（％） 

X
2
值 - - - - 7.6800 

P 值 - - - - P＜0.05 

3 讨论 
手术室细节护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其主要是将

患者作为工作重点，充分保证手术室的护理安全，大幅度提
高护理质量以及患者满意度，降低患者手术中的风险，提高
安全性

[3]
。手术室通过开展细节护理措施，可以将各个工作

环节细致化，以此避免手术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保证手术顺
利开展

[4]
。细节护理的工作重点包括无菌技术以及消毒隔离，

护士展开的各项操作都需要严格按照无菌原则，并严格执行
三查七对的工作措施，详细记录操作时间

[5]
。护士非必要不

执行口头医嘱。临床抢救患者的时候，需将两人核对无误之
后，可以执行相关措施，且在抢救结束之后需及时补写医嘱。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模式，将其用于手术
室护理内，可以及时针对各个细节进行干预，以此提高手术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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