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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儿手术室护理中常见安全问题及干预方法分析

母宴川

广元市中心医院 四川广元

【摘要】目的 研究产妇儿手术室护理中常见安全问题及干预方法。方法 于 2022年 6月-2022年 12月期间

随机选取 80例行剖宫产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每组 40例，设定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的 40例产

妇进行手术室常规护理，未实施风险管理。观察组产妇在手术室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风险管理。对比两组患者的

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妇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产妇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产妇 SDS 及 SAS 评分低于对照

组（P＜0.05）。结论 产妇儿手术室护理中存在着较多的不安全因素，产科手术室进行风险管理能够确保母亲安

全，大大提高了产科的服务质及家属的满意度，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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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mon safety problem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in nursing care of lying-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operating room

Yanchuan Mo

Guangyuan Central Hospital Guangyuan, Sichuan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mmon safety problem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in the nursing of lying-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from June 2022 to December 2022,80 partur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et up. The 40
partur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without risk manag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isk managemen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rturi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parturi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the incidence rate of risk events
of parturi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s of SDS and S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unsafe factors
in the nursing of lying-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operating room. Risk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obstetrics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mother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bstetric servi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it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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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育计划的调整，新生儿的出生率逐年

升高对医院产科手术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科手术

室作为孕妇分娩胎儿的场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孕妇

分娩期间危急症救治也在产科手术室进行。我国的医

疗体系建设日益完善，入院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孕妇

分娩仍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对产科手术室护理足够重

视，通过优质的护理方案减少或者避免分娩时存在的

风险[1-2]。本文作者选取 80例行剖宫产产妇的临床资料

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产妇儿手术室护理中常见安

全问题，完善其干预方法为产科护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是就诊于我院的 80例行剖宫产的产

妇，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4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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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产妇进行常规护理，无风险管理措施，年龄

22-38岁，平均年龄（30.51±2.52）岁；孕周 38-40周，

平均孕周（38.51±1.52）周；经产妇 10例，初产妇 30
例，观察组的 40产妇在手术室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风

险管理措施，产妇年龄 22-39岁，平均年龄（31.51±1.42）
岁；孕周 38-41周，平均孕周（38.98±1.74）周；经产

妇 12例，初产妇 28 例。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差异显

示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进行产科手术室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

础上给与风险管理，具体有以下几点：（1）针对孕妇

分娩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制定好应急预案，准备好

相关药品及手术所需器材，每位护理人员工作职责落

实到位，目的将产妇的风险指数降到最低。（2）手术

室护理人员具备 3 年以上手术室护理经验，熟悉有关

的规章制度、护理操作及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加强

技能的培训提高业务能力。（3）手术过程中确保手术

室的环境清洁，严格做好手术室无菌环境的控制，降

低产妇术后感染的风险，检查手术器械及仪器的消杀

情况，为孕妇提供安全舒适的手术环境。（4）孕妇分

娩时承受着较大心理压力，焦虑恐慌的心理不利于胎

儿的娩出，护理人员与孕妇的心理沟通非常重要，告

知孕妇分娩时如何配合医生，利用护理的专业知识帮

助孕妇减轻不良情绪。（5）强化护理安全教育，可以

利用开会、培训、宣教材料等多种形式对护理人员进

行安全法制教育，提高其职业道德素养及安全意识，

护理部可以组织护理安全知识的测试或者举办培训学

习的机会。

1.3疗效观察

①对比两组产妇的护理满意率，使用我院自制的

护理满意率调查问卷进行测评，满分为 100分，非常

满意：80-100分；基本满意：70-79分；一般满意：60-69
分；不满意：0-59 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例数+
基本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②观察两组产妇护理质量评分，使用护理质量评

分量表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四个维度：技能操作、病

区管理、医嘱管理、安全管理、健康教育。评分采用

百分制，分值越高，则证明其护理质量越高。

③观察两组产妇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产科手术室

常见的风险事件主要包括：坠床或坠车、手术物品遗

留、灼伤、低血压。

④对照组和观察组产妇的心理状况，使用抑郁自

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产妇的心理

情绪进行评估，评分采用百分制，评分在 70分及以上

者为重度抑郁或焦虑；评分在 60-69 之间者为中度抑

郁或焦虑；评分在 50-59分之间者为轻度抑郁或焦虑；

评分在 50分以下者说明其心理状态良好。得分越高，

则说明其心理状况越差，抑郁或焦虑的程度越重。

1.4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中的相关数据输入到 SPSS22.0统计学软件

包予以处理，护理满意率及风险事件发生率计数资料

应用 n（%）描述，护理质量评分计量资料应用（χ±s）
描述，组间经 t 和χ²检验，当差异在 P<0.05时，说明

存在临床可比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两组产妇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40 例产妇中，非常满意 25例，基本满意

12例，一般满意 1例，不满意 2例，总满意度为 92.5%
（37/40）；而对照组 40例产妇中，非常满意 17例，

基本满意 12例，一般满意 4例，不满意 7例，总满意

度为 72.5%（29/40）。观察组产妇的护理总满意度明

显要高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明显（ χ2=5.5411，
P=0.0185），存在统计学意义。

2.2比较两组产妇的护理质量评分

干预前，观察组产妇的技能操作、病区管理、医

嘱管理、安全管理及健康教育评分分别为（63.27±10.16）
分、（76.28±9.31）分、（60.57±11.23）分、（60.03±12.24）
分、（76.25±4.57）分，对照组产妇的技能操作、病区

管理、医嘱管理、安全管理及健康教育分别为

（63.28±10.09）分、（76.25±9.36）分、（60.59±11.12）
分、（60.09±12.16）分、（76.28±4.51）分，两组产妇

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结果显示（t=0.0044，p=0.9965；
t=0.0143，p=0.9886；t=0.0080，p=0.9936；t=0.0219，
p=0.9825；t=0.0295，p=0.9765），不符合临床统计学

要求。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的技能操作、病区管理、医

嘱管理、安全管理及健康教育评分分别为（92.08±4.21）
分、（91.27±3.16）分、（91.68±5.23）分、（92.89±6.19）
分、（90.78±5.29）分，对照组产妇的技能操作、病区

管理、医嘱管理、安全管理及健康教育分别为

（80.61±3.42）分、（80.12±6.15）分、（81.26±6.12）
分、（78.46±5.13）分、（82.31±4.26）分，两组产妇

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结果显示（t=13.3742，p=0.0000；
t=10.1989，p=0.0000；t=8.1862，p=0.0000；t=11.3519，
p=0.0000；t=7.8870，p=0.0000），观察组产妇的护理

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符合临床统计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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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比较两组产妇的风险事件发生率

两组产妇发生的风险事件统计如下：观察组产妇

未发生坠床或坠车、手术物品遗留及灼伤风险事件，

出现低血压 1例。对照组产妇发生现坠床或坠车 2例、

手术物品遗留 2 例、灼伤 1 例，低血压 1例。观察组

产妇的风险事件发生率 （2.50%）明显低于对照组

（15.00%），两组数据对比具备统计学价值（χ=3.9139，
P=0.04780）。

2.4比较两组产妇的 SDS及 SAS评分

护理干预前，观察组产妇的 SDS及 SAS评分分别

为（59.91±4.12）、（60.61±3.21）分，对照组 SDS及

SAS评分分别为（59.89±4.13）、（61.68±2.35）分，

组间数据对比发现（t=0.0187，p=0.9851；t=1.4731，
p=0.1461；）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SDS 及 SAS 评分分别为

（40.21±3.53）、（45.01±5.32）分，对照组 SDS及 SAS
评分分别为（51.72±5.51）、（56.01±4.36）分，组间

数据对比发现（ t=9.6340， p=0.0000； t=8.7592，
p=0.0000；），观察组产妇 SDS及 SAS评分低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产科手术室在孕妇分娩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针对产科手术室的护理工作更是提高了要求，

从手术室的无菌环境、手术器械及仪器的使用、护理

的措施等等均有严格的执行操作标准，目的是为孕妇

提供更加安全的医疗服务[3-5]。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

通常也有安全隐患的存在，剖宫产产妇由于紧张或者

疼痛焦躁不安，配合度较差，在加上护理人员核查信

息不严谨容易出现接错产妇的情况[6-8]。在手术过程中，

可能产妇病症比较急或者护理人员经验欠缺，会出现

手术器械遗留腹腔的情况，或者电刀、消毒液等使用

不当，灼伤产妇，如果产妇体位不当还会引发仰卧性

低血压等等，这些潜在的风险一旦发生，对产妇有较

大的影响。通过手术室常规护理联合开展风险管理，

完善干预方法消除不安全因素效果显著，护理人员对

产妇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其紧张焦躁的情绪，能够与

产妇进行有效的沟通，核查产妇信息签字确认，避免

了出现接错产妇的情况，对接送产妇的平车进行定期

维护检查，加上围挡并且由专人接送，避免了产妇坠

车的发生[9-10]。预防产妇出现灼伤与低血压，则可以通

过加强培训护理人员来解决，通过培训学习能明显提

升护理的专业技能，熟练掌握操作流程能较好为产妇

提供服务。通过实施风险管理明显能将安全问题彻底

解决，风险管理具有显著的前瞻性，同时也完善了产

科手术室的管理制度，提高了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及

职业操守。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手术室常规护理

联合风险管理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及护理质量评分高

于对照组，观察组风险事件发生率 SDS及 SAS评分低

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P<0.05说明存在临床可比意义，

提高产科服务质量效果良好，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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