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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中的预见性护理和循证护理结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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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手术室护理中的预见性护理和循证护理结合应用效果，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方法

择取 2020 年 7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手术治疗的 74 例患者为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参照组与

研究组两组，各组患者均 37 例。其中参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而研究组患者给予预见性护理和循证

护理干预，观察与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经研究分析发现：①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7.30%（36/37）高于参照组 78.38%（29/37），且组间差异明显（X2=4.554，P=0.033）；②研究组患者呼之

睁眼时间、呼之握拳时间及自主呼吸时间短于参照组，且组间差异均十分明显（P＜0.05）；③研究组患者护

理干预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37（2.70%）低于参照组 8/37（21.62%），且组间差异明显（X2=4.554，P=0.033）。
结论 对手术室治疗患者给予预见性护理和循证护理干预所达到的效果明显，不但可以促进患者快速恢复苏

醒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还可提高手术安全性，在临床护理中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手术室；预见性护理；循证护理；应用效果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an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Fenju Sun, Rong Zhang* 

Northwest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an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ho were surgicall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given predictive nursing an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research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①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7.30% (36/37)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78.38% (29/37),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X2=4.554, P=0.033); ② 
The eye-opening time, fist-clenching time and spontaneous breathing tim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very significant (P<0.05). 37 
(2.70%) were lower than 8/37 (21.62%)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 
(X2=4.554, P=0.033).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an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operating room is obvious,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ut also improve the safety of surgery,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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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涉及到产科、骨科及外科等各个科室，是

医院的重要技术部门。由于患者在手术室需要麻醉后

进行手术治疗，患者躯体及心理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以此增加了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且对患者术后康复

产生不利影响[1]。由此，对手术治疗患者实施有效的

护理干预十分必要。而预见性护理与循证护理是手术

室患者护理常用的方案，在临床上对患者的护理多采

用其中单一的护理方案，而预见性护理与循证护理结

合应用较少。鉴于此，此次研究以我院手术治疗的

74 例患者为对象，进一步探讨在手术室护理中预见

性护理和循证护理结合应用所达到的效果，现将内容

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选择 2020 年 7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手术

治疗的 74 例患者为对象，所选对象均为女性，按照

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即参照组（n=37 例）与研究

组（n=37 例）。其中参照组患者年龄 22～75 岁，平

均年龄为（46.70±7.32）岁；手术类型：产科手术

11 例，妇科手术 13 例、普外手术 8 例及其它手术 5
例；研究组患者年龄 23～77 岁，平均年龄为（47.55
±6.25）岁。手术类型：产科手术 12 例，妇科手术

14 例、普外手术 8 例及其它手术 3 例。两组患者性

别、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符合此次研究

（P＞0.05），可直接比较。 
所有患者纳入标准：①经临床检查与问诊，符合

手术治疗指征；②可以收集到患者完整的手术治疗资

料和相关护理干预资料；③此次研究获得本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人员自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障碍者或者无法正常

交流、沟通者；②合并重症心脏、肝、肾等器官功能

障碍者；③不愿意参与此次研究者或资料不全者。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手术室患者给予常规护理，主要内容为：

护理人员嘱咐患者遵医嘱术前禁食 8h、禁水 6h。在

手术前做好手术室消毒工作，调节好手术室内温度并

做好相关的手术器械准备工作，并协助患者做好术前

检查。进入手术室后协助患者摆好手术体位，密切监

测患者手术过程中心率、血压等基本生命体征变化，

配合医生顺利完成手术工作。手术结束后待患者苏醒

后将患者送至病房，告知患者合理饮食、按时服药等。

而研究组患者给予预见性护理和循证护理结合应用

干预，在干预之前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手术

室治疗患者期间给予的预见性护理与循证护理理论

与相关措施，待考核合格之后对患者进行护理，主要

护理内容为：①术前护理：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病情情

况，收集相关的护理资料，制定一套详细的护理方案。

在手术之前与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了解患者内心真

实的想法，向患者介绍手术治疗的成功案例，缓解患

者内心紧张、不安等心理，同时向患者及技术重点介

绍手术麻醉注意事项及不良反应情况，减轻患者因对

麻醉操作不了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提高，以此提高患

者治疗的依从性与自信心。②术中护理：根据指定的

护理方案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措施，主要是在手术期

间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及情绪变化，注意保持

患者静脉输液的通畅性，避免输液管出现折压等情

况。此外，护理人员要提前熟悉医生习惯、手术流程

等，在手术期间全程鼓励患者，对极易出现的问题采

取合理的措施进行处理。③术后护理：手术结束后待

患者麻醉苏醒后送回病房，嘱咐患者术后卧床休息，

护理人员要加强病房巡视，密切监测患者 24h 内各项

生命体征动态变化值，预防患者出现便秘、失眠等不

良情况，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避免不良反应的发

生。 
1.3 观察指标与评定标准 
观察与记录比较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呼之

睁眼时间、呼之握拳时间及自主呼吸时间及术后并发

症发生（感染、出血及压疮）情况。患者护理满意度

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满分为 100 分，

90 分以上表示为非常满意，75-90 分之间表示为基本

满意，75 分以下表示为不满意，总满意度为非常满

意、基本满意之和与总人数的百分比。 
1.4 统计学分析 
此次对两组患者护理情况组间数据统计比较分

析，采用临床医师统计学助手 V10.1 注册版进行计

算，其中涉及到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其中前者用%
示，以 X2检验，后者用 t 检验，以（ X ±s）表示。

将 P=0.05 作为衡量标准，当 P＜0.05 时，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经过调查两组患者护理后满意度情况，经统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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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得出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7.30%（36/37）高于

参照组 78.38%（29/37），且组间差异明显（X2=4.554，
P=0.033），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情况比较 

对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情况进行观察后，对记录的

组间数据比较，得出研究组患者呼之睁眼时间、呼之

握拳时间及自主呼吸时间短于参照组，且组间差异明

显（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参照组 37 8（21.62） 9（24.32） 20（54.05） 29（78.38） 

研究组 37 1（2.70） 10（27.03） 26（70.27） 36（97.30） 

X2 - - - - 4.554 

P - - - - 0.033 

表 2 两组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时间比较（ X ±s,min） 

组别 例数 呼之睁眼时间 呼之握拳时间 自主呼吸时间 

参照组 37 18.36±1.88 21.80±1.25 12.82±1.28 

研究组 37 15.05±1.18 17.75±1.27 9.03±1.26 

t - 9.071 13.825 12.835 

P -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生发生情况记录与观察，得

出研究组患者感染 1 例、出血及压疮均无，而参照组

患者感染 4 例、出血 3 例及压疮 1 例，研究组患者护

理干预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37（2.70%）低于参照

组 8/37（21.62%），且组间差异明显（X2=4.554，
P=0.033）。 

3 讨论 
目前，在临床上手术治疗患者呈现逐年递增的趋

势。由于外科手术治疗本身比较复杂，相应的对患者

的生理及心理影响较大，由此对患者预后产生不利影

响。那么，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十分必要。 
近些年来，随着医疗护理理念的发展，传统的手

术护理干预措施已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而循证护理

证是循证医学和循证保健必不可少的环节，其要求护

理人员根据查阅的资料，并结合患者需求与自身护理

经验而制订的护理方案，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提高护

理实践的方法。而预见性护理模式对患者疾病的发

生、发展及病情变化规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现存

的和潜在的护理危险问题进行分析，对患者的身心状

况、病情严重程度做出评估，以此提出预见性护理措

施。两种护理模式的结合应用，可加强对患者围手术

期护理，保证患者手术成功的同时，可降低患者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显示循证护理联合预见性护理

在手术室护理中应用效果明显[2]。在此次研究中显

示，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呼之睁眼时

间、呼之握拳时间及自主呼吸时间短于参照组，且并

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基

本保持一致[3]。 
综上所述，对手术室治疗患者给予预见性护理和

循证护理干预所达到的效果明显，不但可以促进患者

快速恢复苏醒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还可提高手术安

全性，在临床护理中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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