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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及其安全性分析 
孙宇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目的：分析手术室护理期间予以无缝隙护理对其安全性的效果探究。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截止，期
间纳入患者 74 例，作为临床分析对象，将研究纳入患者依照其护理方式进行分组，小组人数上限设置为 37例，对照组行基础
护理，研究组予以无缝隙护理，比较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情况等。结果：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对比，满意度情况分别为
（81.08%）、（97.29%），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较差；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不良反应分比为（8.10%）、（27.02%），对
照组不良反应较多，（P<0.05）。结论：手术室护理期间予以无缝护理干预，效果极为明显，能够显著提高其护理满意度情况，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全面保障病患生命安全，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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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对于护理

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加之近年来医疗技术逐渐成熟，选
择手术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人们愈发重视护理干预，因此
手术室护理干预极为关键。手术室作为医疗领域中极为特殊
的场所，患者临床接受治疗期间，对于手术室护理服务要求
较高，而无缝护理干预为现代医疗体系中具有连续性、完整
性、无缺性护理服务，能够全面满足患者心理、生理需求，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本文选取我院诊治患者 74 例进行研究，
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诊治 74 例病患参与研究，将其依照护理方式进

行分组，每组 37 例，入选患者及家属双方均知晓研究全过程，
且积极申请参与，并同意授权。对照组男 20 例，女 17 例，
年龄 28～76 岁，均数年龄（53.8±3.3）岁；研究组男 18 例，
女 19 例，年龄 30～78 岁，均数年龄（54.1±2.9）岁，患者
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基础护理，护理人员依照科室内要求及院内

相关规定予以患者护理服务，解决患者基本需求。 
研究组予以患者无缝隙护理干预，首先护理人员需要全

面了解患者症状信息，结合病患机体症状予以相应的护理服
务，指导患者术前禁食、禁饮，依照其手术类型指导患者进
行术前体位练习，引领患者与术前充分了解手术室情况及相
关环境，并清晰知晓自身症状情况、治疗方式、护理流程等，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护理配合度等。治疗期间全
程陪护，安慰患者紧张情绪，做好护理服务，防止并发症发
生，为患者做好保暖工作，降低低体温症、寒颤等情况发生，
维持手术内无菌环境，将室温调整到 23 摄氏度、湿度 50%，
治疗期间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如有突发情况及时联系主
治医师，术后加强对患者关注，待其生命体征平稳后，将其
送入病房，并提高其夜间巡查频率，同时定期检测患者引流
管情况，避免出现阻塞，术后初期饮食以流食为主，随症状
康复科转至半流食、全食等，患者康复初期饮食以软糯易消
化物品为主，对于蔬菜、水果等维生素含量较高的食物需要
提高食用量，严禁使用刺激类、辛辣食物。 

1.3 评价指标 
本次临床研究相关数值，均由我科室护理人员进行记录，

护理满意度：详细记录临床护理满意度情况，满意度=（较为
满意+非常满意）/小组病患×100%。不良反应：由护理人员
统计出患者康复期间多种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时间、症状、
次数等，统计后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数据时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 sx  ）统计病患资料，使用（%）表示计数资料、例数，
采用 t，X

2
对临床数据进行检测；如果（P＜0.05）时，组间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两组病患满意度情况比较，研究组满意度（97.29%）比

较对照组满意度（81.08%），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较少，P＜0.05.
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病患护理满意度对比[n（%），例] 

组别 n 非常满意 较为满意 基本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7 25 11 1 97.29 

对照组 37 20 10 7 81.08 

X
2
值 - - - - 5.0455 

P 值 - - - - 0.0246 

2.2 两组病患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病患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不良反应情况分别为

（8.10%）、（27.02%），研究组不良反应较少，P＜0.05。
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病患不良反应情况对比[n（%），例] 

不良反应情况 
组别 n

血压升高 心律不齐 激素激增
总发生率

研究组 37 2 1 0 8.10 

对照组 37 4 4 2 27.02 

X
2
值 - - - - 4.5725 

P 值 - - - - 0.0324 

3 讨论 
手术室内是提供抢救、治疗的工作场所，该科室内日常

护理服务极具繁杂、紧张、忙碌等，因此实施护理服务时具
有一定难度、专业性，同时手术护理干预，能够直观影响到
临床护理效果，对于患者症状康复情况极为重要。随着近年
来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护理工作的需求同时不断提
高。常规护理服务已经无法满足手术室内护理工作，无缝隙
护理服务，为近年来全新衍生的护理服务，该项服务在手术
室护理工作中适用性极广，临床护理期间，能够全方位予以
患者护理干预，提高临床护理质量，保障病患身心健康，提
高其康复效果。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对比，满意度情况分别
为（81.08%）、（97.29%），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较差；两组
不良反应情况对比，不良反应分比为（8.10%）、（27.02%），
对照组不良反应较多，（P<0.05）。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期间予以无缝护理服务，能够显
著提高其护理效果，降低不良反应情况，能够有效提升护理
安全性，值得临床广泛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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