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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过程中应用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的成效分析

曹贺沙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儿童医院） 河南周口

【摘要】目的 观察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的作用。方法 结合对比

护理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在 2021年 3月至 2022年 7月我院手术治疗患者中抽选 70例为对象，遵照盲选

抽样的方式，取其中 35例手术患者进行常规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为对照组，剩下 35例患者在术期则需

要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运用，即观察组。分析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患者护理满意

度以及安全意识、护理综合质量评分，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进行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的过

程中及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模式，可以实现对风险事件的有效预防，并提升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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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applying self inspection mode of hidden danger i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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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ole of timely self inspection model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way of comparative
nursing observation, 7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urgical treatment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July 2022.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blind sampling, 35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routine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35 patients needed to use the self
inspection mode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that 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alyze the
effect.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risk event rate, patient satisfaction, safety awareness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dvantage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timely carrying out the self inspection mode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risk events, and enhanc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nursing work in the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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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属于医院最为重要部门，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多数病症较为严重或者病情较为复杂。结合临

床近几年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手术治疗的临床实施

率在不断增加[1-2]。在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为充

分保障对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更需要对手术室护

理风险管理工作加以重视，保障患者在手术治疗期

间的安全性[3-4]。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运用到手术室

护理风险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

研究就针对安全隐患自查模式在手术室护理风险管

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在 2021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我院手术治疗患者中抽选 70 例

为对象，遵照盲选抽样的方式，取其中 35例手术患

者进行常规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为对照组，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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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例患者在术期则需要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运

用，即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分布在 34—65岁间，均值为

（48.23±1.28）。观察组中男性 18例，女性 17例，

年龄分布在 33—66岁间，均值为（49.01±1.73）。对

比基本数据，P>0.05。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手术治疗期间，手术室的各方面

护理工作都按照常规规定进行开展。护理人员需在

术前做好患者的各方面评估工作，分析风险因素，

且各方面护理干预工作都遵照无菌护理流程进行开

展。观察组患者在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则需要将

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运用：（1）对护理小组进行

建立。为促使安全隐患自查模式可以更为高效的开

展，需对护理小组进行组建。小组成员需具备 2 年

以上手术室护理经验，能够独立完成常规手术的护

理工作。并做好小组护理人员的任务分工，明确护

理职责。（2）强化日常护理安全隐患总结。在日常

护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定期对手术室安全隐患

进行总结与讨论，分析在日常护理的过程中潜在的

安全隐患，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总结完善措施。

（3）对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为进一步提升手术室护

理风险管理工作综合质量，需定期对手术室护理人

员专业能力进行提升，并强化护理人员职业意识以

及对于安全隐患的判断能力。并引导护理人员充分

认识到做好安全隐患管理工作对于保障手术室护理

工作综合质量的意义。同时需完善奖惩制度，对于

表现优秀的护理人员及时给与奖励，促使护理人员

工作积极性得到提升。（4）注重对器械管理。在手

术室护理管理的过程中，需进一步细化对各类器械

的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制度对器械进行消毒灭菌工

作，定期进行检查。且器械使用前需准确评估包装

的完整性以及是否存在有污染等情况。此外，需要

做好手术室环境管理工作，确保无菌物品放置点的

环境。（5）从严落实核查制度。在手术开展的过程

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方面资料信息严格进

行核查，确保患者信息无误。在接送患者进入手术

室过程中，需落实责任制，要求护理人员对患者的

各方面信息资料进行准确的核查。在手术过程中，

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评估患者各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

情况，分析是否存在异常。并及时评估术中各类医

疗设备的运行情况等，一旦存在有异常情况则需要

第一时间进行禀告。（6）及时总结分析。在进行安

全隐患自查模式的过程中，需以周为单位对护理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在安全隐患自查

过程中是否存在有纰漏或者待完善之处，并进行对

管理措施进行完善。

1.3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者在手术治疗过程中

风险事件发生率、患者护理满意度以及安全意识、

护理综合质量评分进行统计与对比，其中安全意识

以及护理综合质量评分均由护士长按照百分制进行

评估。

1.4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的对应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

处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检测，

对应计量数据则按照均值±标准差进行表示，t检测，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术期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分析

结合对两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风险事件发生率

统计，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术期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 器械缺失 记录错误 操作不当 发生率

观察组 35 1（2.86） 1（2.86） 1（2.86） 3（8.57）

对照组 35 2（5.71） 2（5.71） 3（8.57） 7（20.00）

χ2 - 4.252 4.252 7.041 13.425

P - 0.015 0.015 0.008 0.001

2.2其他指标对比

在安全意识评分上，观察组为（94.34±1.28），
对 照 组 则 为 （ 84.02±1.99 ）， 对 比 t=12.028 ，

P=0.001<0.05。在护理质量综合评分上，观察组为

（93.23±1.73），对照组则为（85.01±1.74），对比

t=13.726，P=0.001<0.05。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

为 97.14%（34/35），对照组则为 80.00%（28/35），
对比χ2=8.827，P=0.0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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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属于手术室护理工作中最

为核心的部分，对于保障手术的顺利性以及综合效

果均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手术治疗多属于有

创治疗，手术室护理工作和临床其他方面工作相比

存在有较大的差异，其护理内容以及护理难度均相

对较大[5-6]。做好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工作，可以充

分保障该方面护理工作的综合质量，保障手术的安

全性以及顺利性。

在常规护理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将安全隐患自查

模式进行运用，通过对针对性护理小组进行组建，

通过对各方面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完善，要求护理人

员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各方面管理工作，可以更为全

面的对手术室护理安全隐患进行核查，并及时开展

对应的处理，可以对手术室护理安全隐患进行有效

的防控。且通过及时对护理人员的专项技能进行完

善和提升，可以促使手术室护理人员在开展各方面

护理工作中更加具备有针对性和有效性[7-8]。保障各

个护理环节的综合质量，对于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

等同样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且通过定期进行总

结和反馈，可以及时发现在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中潜在的漏洞，并及时进行完善，提升安全隐患管

理工作的综合质量[9-10]。从本次对比护理观察可以发

现，在常规护理支持的基础上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

进行运用，可以实现对手术室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有

效控制，并综合性提升该方面护理工作的综合质量，

增加患者术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于提升手术

室护理工作的综合效果，保障手术的顺利性以及手

术治疗综合质量等均存在有重要意义。

综合本次研究，在进行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工

作中可以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运用，实现对护

理安全隐患的有效排查，保障手术室护理工作的安

全性，为手术的顺利性以及有效性提供有效保障，

间接达到帮助患者进行恢复的目的，增加患者对该

方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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