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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的研究 

赵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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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的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接收的手术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采取抽签的方式将他们均分为对照组患者和实

验组患者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追加预见性护理干预，经过

一段时间的疗护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和综合满意度。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护后，对照组患者的护

理总有效率对比实验组患者更低，实验组患者的护理综合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 预见性护理在提高手

术室护理质量的研究中效果显著，在临床上帮助患者更快康复值得进行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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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proving nursing quality in operating room by predictiv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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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udy of predictive nurs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00 surgical patients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patients and 
experimental patients with 50 cases each by drawing lots. Among them,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compar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and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and it is 
worth promoting on a large scale to help patients recover faster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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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以后，随着国家“乙类乙管防控政策出

台”，我国的医疗手术行业正在慢慢复苏[1]。据相关资

料记载，2023 年手术量较 2022 年小幅下降，部分数据

库显示 2023 年全国手术量（不包含日间手术、穿刺活

检、内镜检查等）同比下降 2.6％，对比去年本轮手术

量降幅更小、恢复速度更快，在疫情后大部分医院甚至

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2]。伴随着手术量的恢复，一

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手术室护

理和术后保健工作。大部分患者在术后都不具备居家

治疗的条件，因此手术室护理也成为了他们的唯一选

择[3]。为了减轻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也为了更好的服

务广大患者群体，本文旨在探讨预见性护理提高手术

室护理质量的研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接收的手术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

象，采取抽签的方式将他们均分为对照组患者和实验

组患者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包含男患者 25 例，女患

者 25 例，患者年龄分布在 29-68 岁，平均年龄（49.24
±0.48）岁，病程 28-69d，平均病程（50.64±0.18）d；
实验组包含男患者 25 例，女患者 25 例，患者年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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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 30-70 岁，平均年龄（50.17±1.36）岁，病程 27-
68d，平均病程（48.55±1.18）d；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病程等一般数据对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主要包括：①为病人及

时开辟绿色通道，主动接引患者及家属，安排好入院相

关事宜通知医生会诊并安排值班护士。②询问患者家

属，查询患者以往病历了解患者的病情状况和基本情

况，整理患者的个人信息并编入患者个人档案便于日

后查阅。③会诊期间配合好主治医生对患者进行相关

的检查和救治，提前备好手术室和所需器械、血库。④

手术结束后，引导患者及家属前往住院部，谨遵医嘱对

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讲、饮食指导和药物指导。实验

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追加预见性护理干预，主

要包括：①风险教育。提示相关人员对医疗风险的认识

水平，增强责任感和防范意识，用已发生的风险事件作

为教材；加强专业训练，养成良好习惯；按规章办事，

按程序办事，对进修护士和新护士上岗 3 个月内进行

手术室差错事故回顾和分析，对包括护士､清洁工在内

的人员不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发现隐患或工作缺陷及

时组织讨论和进行根源分析｡加强医护人员护理培训，

定期抽取部分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护理意识和专项技能

的培训，强化医护人员的预警意识和临床应变能力，提

高对患者的病症了解程度，降低后续并发症的概率。②

个体健康指导和量化健康教育，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

对患者进行一对一健康指导，指导内容包括病症原理、

发展方向、用药原理和日常生活注意事项等等，并定期

组织同病房、同科室的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宣讲会，通过

个体健康指导强化患者的疾病知识、量化健康教育巩

固患者的康复保健意识，帮助患者更快康复。③心理健

康护理，针对大部分患者在术后康复住院期间可能存

在的心理问题进行护理干预，在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

及时了解缓解心理状态及波动，帮助患者树立起治愈

的信心，降低患者在住院期间所产生的压抑情绪，引导

和舒缓患者正常面对疾病，保障患者的心理健康，为后

续治疗提高成功率打好基础。④药物饮食护理，患者在

入院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和后

续发展情况，随时对药物和饮食进行调整，尽量降低药

物副作用对患者身体的影响，并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

方式为患者补充全面的营养，促进患者尽快康复。⑤提

前准备手术要用的器械，手术开始给手术大夫穿无菌

衣，主刀上来之前要开辅料包，器械包，清点器械，纱

布，术中配合大夫手术，记住各种器械，主刀要器械才

能准确无误的递上去，术毕清点器械纱布，然后清洗器

械。 
1.3 疗效标准 
1.3.1 探究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总有效率 
通过严密监测患者的临床状态，收集整理患者的

各项身体数据和自评量表测试指标，汇总对比的方式

对患者护理总有效率进行统计调查，分别记录患者在

治疗护理过程中的总有效率，将评价结果分为显效（患

者情绪良好、入院时间较短、疼痛评分较低）、有效（患

者情绪稳定、入院时间正常、疼痛评分一般）和无效（患

者情绪低落、入院时间较长，疼痛评分较高），对比患

者护理后的护理总有效率。 
1.3.2 探究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综合满意度 
通过自制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对患者满意度进行统

计调查，分别记录患者对治疗护理方案的满意度，将评

价结果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对比患者护理后

的护理综合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总有效率 
对照组（n=50），显效 0 例，有效 20 例，无效 30

例，总有效数 20 例，占比 40%；实验组（n=50），显

效 20 例，有效 25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数 45 例，占

比 90%；（χ2=54.945，p=0.001）。根据统计结果显示，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数

据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护理综合满意度 
实验组（n=50），非常满意 40 例，满意 5 例，不

满意 5 例，总满意数 45 例，占比 90%；对照组（n=50），
非常满意 15 例，满意 20 例，不满意 15 例，总满意数

35 例，占比 70%；（χ2=12.500，p=0.001）。根据统计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护理综合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数据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医疗手术护理质量关系公民健康，是一个国家医

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23 年 10 月 1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 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的统计公报，其中详细介绍了去年全国的医疗服

务情况、人口发展、以及妇幼健康状况等数据[4]。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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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84.2 亿，

与上年基本持平，意味着每个居民平均每年前往医疗

卫生机构就诊 6 次[5]。庞大的诊疗数据对应的是广大的

患者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患者在就诊时都会存

在入院护理治疗的需求，其中以需要手术的患者意愿

最为强烈[6]。 
负责手术室护理的医护人员相较于其他科室的医

护人员工作量要更大，内容更加繁复，对护理的要求也

更加的专业和细致。护士除了要负责手术病人术前术

后的随访工作外，还要配合主治医生的急诊手术及抢

救工作，以及定期清点检查器械包，检查急救车内物品

和交接工作记录等等[7]。因此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应对

患者的临床护理需求时，常常会出现力不从心或忙于

疏忽的情况。但恰恰也是因为手术室内患者群体病症

的特殊性，相较于其他门诊患者康复时间更长，病症预

后性更差，所以对医护人员的护理质量要求也更高[8]。 
门诊和其他科室的患者病症较轻、恢复较快，部分

具备居家观察治疗的条件，不需要医护人员在护理方

面倾注大量时间，在护理过程中采用一些传统常规的

护理措施就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而手术室护理的患者

显然不具备此类条件[9]。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满足患

者的护理需求，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类似预见性

护理等较为先进新颖的护理模式是更优选项。不仅可

以在提高患者护理体验和满意度的同时，还能提升医

护人员的工作效率，缓解医疗人员的压力，患者术后并

发症的概率也大大降低，在临床上的护理总有效率显

著提升[10]。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在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的

研究中效果显著，在临床上收获了患者的一致好评，能

够有效促进患者更快康复并提升患者的护理体验感，

值得进行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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