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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手术室护理干预对腹部手术患者的影响

潘如凯

柳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柳州

【摘要】目的 探讨腹部手术患者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56例腹部手术患者取自 2021年
3月-2022年 3月期间。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28例，常规护理）及实验组（28例，细节化手术室护理），

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中实验组显低（P＜0.05）。护理质量中实验组显高（P＜0.05）。

护理满意度中实验组显高（P＜0.05）。 结论 腹部手术患者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干预效果明显，有助于减少

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此种护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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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taile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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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taile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 Method 56 patients underwent abdominal surgery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28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28 cases, detaile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nd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nursing quality (P<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detail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operating room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help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This nursing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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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护理责任

重、要求高、工作负荷重等特点，一旦手术治疗过程

中发生护理隐患，将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1-2]。相关研

究指出，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可以提升护理精细

化程度，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各类护理风险的

产生，优化手术护理结果[3]。为此，56例腹部手术患

者取自 2021 年 3月-2022年 3 月期间。探讨腹部手术

患者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干预的效果。结果详见下

文。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56例腹部手术患者取自 2021年 3月-2022年 3月

期间。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28例，常规护理）

及实验组（28例，细节化手术室护理）。所有患者基

础资料完整，均采取腹部手术治疗。经向其表明本次

研究意义后，可积极参与此次研究中。排除存在其他

器官功能性障碍疾病，手术禁忌症这，认知障碍，精

神疾病，以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其中

参考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5例、13例，年龄 22-78岁，

均值范围（43.32±3.54）岁。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6例、12例，年龄 23-75岁，均值范围（43.45±3.65）

岁。两组资料比较差异小（P＞0.05）。

1.2方法

1.2.1参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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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行常规护理，患者采取手术治疗期间，协助

其进行相关诊断，为其做好术前准备，术中密切配合

医生操作，术后给予患者饮食、药物及康复等护理干

预。

1.2.2实验组

本组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方法如下：

（1）术前细节护理：护理人员可事先通知患者手

术情况，其中包含了手术室环境、手术流程及围术中

有关注意事项和配合事项等，并为其讲解手术体位、

术后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等，给予其术前饮食指导，使

其增强机体，提升对手术的耐受性。为了减轻患者术

前负面情绪，护理人员需要给予其鼓励和安慰，为其

列举既往治疗成功案例，提升其治疗信心。

（2）术中细节护理：在患者进入手术前，应对手

术的温湿度进行合理的调整，减少噪音、强光的产生，

以提高患者的生理舒适度。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协

助其调整体位，配合麻醉医生进行麻醉处理。减少患

者皮肤裸漏，保护其隐私。为了减少患者低体温产生，

应对输液、冲洗液进行预加温处理，控制在 37°C，并

给予患者保暖措施。手术期间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

的各项指标，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且第一时间告知医

生，并协助其进行相应的干预，以确保患者手术的安

全性。

（3）术后细节护理:在患者麻醉苏醒期，对其体位

调整为去枕平卧状态，对患者术后呼吸质量及呼吸道

畅通情况予以密切观察。待患者苏醒后，给予其疼痛

护理，可给予其口服或静脉注射止疼药物。患者完全

苏醒后，及时向其表明手术很成功，以消除其担忧心

理。术后对其各项指标予以密切观察，并对其切口、

引流液等进行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减少不良反

应及并发症的产生。术后鼓励患者较早的下床活动，

促进其较快的康复。

1.3效果标准

1.3.1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其中可见感染、

导管堵塞及压疮。

1.3.2护理质量

采取自制护理质量评价表对两组护理质量予以评

价，主要包含了患者配合度、器械准备、仪器设备、

消毒麻醉。各项分数满分为 25分，分数越高，则提示

护理质量较高。

1.3.3护理满意度

采取自制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

了解。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χ±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情况

表 1 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分别为 10.71%、35.71%，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中实验

组显低（P＜0.05）。

2.2两组护理质量情况

表 2显示，护理质量中实验组显高（P＜0.05）。

2.3两组护理满意度情况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6.43%（27/28）：非常满意

为 17例，占比为 60.71%，一般满意为 10例，占比为

35.71%，不满意为 1 例，占比为 3.57%。参考组护理

满意度为 60.71%（17/28）：非常满意为 12例，占比

为 42.86%，一般满意为 5例，占比为 17.86%，不满意

为 11 例，占比为 39.29%。χ2检验值：（χ2=10.606，

P=0.001）。护理满意度中实验组显高（P＜0.05）。

3 讨论

手术室护理任务重、风险大、且操作技术要求高，

因此在手术室护理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

的难题。手术室护理隐患对护理服务质量有不利影响，

严重的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4]。

本次研究中在腹部手术患者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

理干预，分别从术前、术中及术后进行干预。在术前

细节护理中，护理人员事先通知患者手术情况，及讲

解手术体位、术后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等，可促使其了

解手术相关知识，促使其做好心理准备，提升其配合

度[5]。为其进行术前饮食指导，可加强其机体能力，从

而使其可较好的耐受手术治疗[6]。通过术前心理干预，

可对存在负面情绪的患者予以疏导，使其消除负面情

绪，提升其治疗依从性[7]。在术中细节护理中，为患者

营造舒适的治疗环境，可提升其生理舒适度，减少应

激反应[8]。护理人员协助麻醉，做好各项指标观察，积

极配合医生操作，可确保患者手术能够顺利安全的进

行。术后细节护理中，对患者进行体位调整，观察其

后呼吸质量及呼吸道畅通情况，可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给予其疼痛护理，有效缓解其疼苦[9]。术后对其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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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切口、引流液等进行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以便能够起到预防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效果。术后鼓

励患者较早的下床活动，可有助于其术后康复[10]。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

率分别为 10.71%、35.71%，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中实

验组显低（P＜0.05）。护理质量中实验组显高（P＜

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6.43%，参考组护理满

意度为 60.71%，护理满意度中实验组显高（P＜0.05）。

提示细节化手术室护理的效果较为显著。

综上所述，腹部手术患者采取细节化手术室护理

干预效果明显，有助于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提

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此种护理方法值得

推广。

表 1 两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情况[n,（%）]

组别 例数 感染 导管堵塞 压疮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 28 1（3.57%） 1（3.57%） 1（3.57%） 10.71%（3/28）

参考组 28 3（10.71%） 3（10.71%） 4（10.71%） 35.71%（10/28）

χ2 - 1.076 1.076 1.976 4.908

P - 0.299 0.299 0.160 0.027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情况（χ±s）（分）

组别 例数 患者配合度 器械准备 仪器设备 消毒麻醉

实验组 28 23.32±2.32 22.45±2.12 23.43±1.56 23.21±1.65

参考组 28 15.42±2.36 16.54±2.37 17.64±2.36 15.43±2.65

t - 12.631 9.834 10.829 13.187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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