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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并分析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应用

韩晓梅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河南郑州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的临床使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8
年 12月~2019年 6月期间收治的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共计 108例。需要研究人员

将该部分患者按照数表法分为对照组（54例）与观察组（54例），对照组手术患者运用常规手术室护理管

理，而观察组手术患者在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管理，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

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安全、护理质量以及医院感染发生率等。结果：观察组手术患者运用手术室细节护

理管理后护理质量评分为 96.78±2.48 分，而对照组手术患者采用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其护理质量评分

84.56±3.14分，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手术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

评分为 0.19±0.04分，相较于对照组手术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评分低 0.49±0.24分，研究数据具有差异，具

备研究意义（P＜0.05）。结论：在手术室中，常规护理管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护理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医院

感染发生率，提升护理质量评分，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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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ng room detail nursing management in controlling hospit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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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operating room detail nursing
management in controlling hospital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divide this group of patients into a control group (54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54 cas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managed using conventional operating room ca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anaged in conventional operating room.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management, the nursing staff needed to keep recor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afety, quality of care, and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Results: The nursing group scored 96.78 ±
2.48 after surge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was 84.56 ± 3.14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arison of the data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the surgical group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0.19 ± 0.04 points, which was 0.49
± 0.24 points lower than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rate of the surgical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data
were different and of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score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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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促进了医疗技术

的发展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的法

律意识也随之提升，对护理工作质量，护理工作人

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手术室属于医院内的重要

科室，比较容易发生感染不良事件，因此控制感染

是该科室的工作重点。其手术属于一种开发性损伤，

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皮肤、各大脏器、血管等组织均

暴露于空气中，一旦手术室环境、手术器械、主刀

医生以及护理人员等消毒灭菌工作不达标，将会直

接造成患者机体感染，严重降低手术效果，甚至会

威胁患者生命，引发医疗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医院在患者心中的形象。本次研究对手术室采用细

节护理管理，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期间收治

的 108例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

象，需要研究人员将该部分患者按照数表法分为对

照组（54例）与观察组（54例），对照组手术患者

运用常规手术室护理管理，患者年龄≥12 岁，≤78
岁，平均年龄（44.36±3.45）岁，患者男女比例为

（30:24）例；而观察组手术患者在常规手术室护理

管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管理，患者年龄≥13岁，≤80
岁，平均年龄（45.41±3.28）岁，患者男女比例为

（29:25）例，两组患者数据资料差异较小，不具有

实际统计意义(P＞0.05)。参与此次研究的纳入标准

为:手术前与患者及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

研究；符合手术标准。排除标准：患者具有精神类

疾病，交流存在障碍；总体治疗依从性差，不能完

成研究。

1.2 方法

针对此次参与研究的对照组手术患者采用常规

手术室护理管理模式，具体护理内容包括环境管理、

器械管理等[1]。而观察组手术患者需要在常规手术

室护理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细节管理，具体管理内容

如下:（1）不断完善护理服务机制，加强优质护理

服务，强化细节管理理念。首先，从科室规章制度

入手，建立以《护理质量标准》、《护理人员管理

规定》以及《护理管理手册》等为主的规章制度，

进而规范护理人员的日常工作行为，使护理工作规

范化、程序化[2]。其次，对手术室日常护理工作进

行动态监测，要求科室与科室之间相互监督，护士

与护士之间相互督促，严格要求各项护理操作、护

士交接班，保证术前术中与术后护理质量，进而降

低院内感染率，提高护理满意度。（2）术前护理，

手术前细节管理对于手术成功率至关重要，需要科

室巡回护士全面了解患者用药史、过敏史、疾病史

以及具体疾病状况，全面掌握患者术前各项检查数

据[3]。在与患者交流过程中，需要向患者耐心讲述

手术室环境、主刀医生、麻醉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

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认知度。（2）术中护理，在手术

过程中器械护士需要保证器械托盘干燥整洁、无菌，

满足主刀医生器械需要，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对

于手术所用的敷料仔细清点，将切下的病理组织妥

善保管[4]。（3）术后护理，术后一天需要巡回护士

到病房询问患者恢复情况，向患者讲述术后恢复注

意事项。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手术患者研究数据以护理安

全、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以及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主要评判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与对照组手术患者研究数据需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为计数资料，

护理安全、护理质量以及医院感染发生率评分使用

（分）来表示，本次研究结果采用 t进行数据检验，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手术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例数(例) 护理安全 护理质量 医院感染发生率

观察组 54 96.32±3.18 96.78±2.48 0.19±0.04

对照组 54 80.24±2.15 84.56±3.14 0.49±0.24

X2 1.254 2.698 2.014

P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手术患者护理安全、护理

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对比存在差异，

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观察组手术患者医

院感染发生率评分 0.19±0.04分，相较于对照组手术

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评分低 0.49±0.24分，组间差异

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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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手术室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78 14.6 7.4 92.6

对照组 66.67 16.66 16.67 83.33

X2 3.364 2.347 1.217 4.587

P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手术患者采用手术室细节

管理护理满意度为 92.6%，明显高于运用常规护理

管理的对照组手术患者护理满意度 83.33%,组间差

异显著(P＜0.05)。
3 讨论

手术室为医院的重要技术部门，主要向患者提

供手术与抢救。该科室对无菌要求比较高，需要确

保器官移植、心脏、血管以及颅脑手术等手术高度

的无菌要求[5]。此外，对科室护理人员有较高的要

求，不仅需要科室人员护理技能熟练，还需要其具

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可以配合主刀医生完成手术操

作，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标准，避免手术器械受到污

染，确保手术温度、湿度适宜，降低科室感染率，

保证手术质量[6]。本次研究对手术患者在常规手术

室护理管理的基础上采用细节管理，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手术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采用细节

管理可以降低院内感染发生率，提升手术质量[7]。

出现该种状况的原因是细节管理进一步加强了手术

室护士对患者的护理干预，做好术前、术中以及术

后细节护理工作，进而降低患者感染率，保证手术

质量。此外，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患

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手术室运用细

节管理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出现该种状况的原因

为科室不断完善的规章制度，增强护理人员的优质

护理服务理念，确保细节管理的实施[8]。

综上所述，在手术室中，常规护理管理的基础

上采用细节护理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医院感染发生

率，提升护理质量评分，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

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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