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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术前访视模式在手术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于瑞萍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讨新型术前访视模式在手术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3
年 3 月期间，来我院实施手术室围术护理患者每月 100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取随机数表法将组间患者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50 例，在此期间对照组患者采取单纯术前访视，观察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

新式术前访视模式，随即比对组间患者心理环境指数、血压指数以及满意度指标。结果 通过对比得知，两

组患者在实施护理后，其焦虑、抑郁心理指数均较护理前有所下降，且观察组护理后两项指数显著低于对

照组；并且在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指数评估中，观察组护理宣教、沟通交流、专业素质、专项技能以及院

所环境等相关指标评估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在手术室手

术期护理中为患者实施新型术前访视模式，可有效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环境，调节患者血压、脉搏水平，强

化医护人员专业护理能力，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可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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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w preoperative visiting mode in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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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preoperative visiting mode in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March 2023, 100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perioperative care in the operating room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the patients between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imple preoperative visit, and medical 
staf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a new preoperative visit mode for patients. Then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blood pressure index and satisfaction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Through comparis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index of 
anxiety, depression we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two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Moreover, in the evaluation of inter-group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index, the evalu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ty, special skills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reoperative visit mode for patients in the operation period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dvers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atients, adjust the level of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and pulse,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nurs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aff,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nursing, and can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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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访视作为医护人员在患者术前必须行使路

径之一，通过对患者病症于术前有效了解和强化对

患者围术相关事宜的认知程度，确保手术有序进行。

随着现阶段患者和家属对围术作业阶段护理需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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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单一性术前访视不再适用于新时代的术前

护理要求[1]，故为有效提高术前访视效果，本文选

取来我院实施手术室围术护理患者 100 例作为观察

对象，通过对其实施新式术前访视模式，以图明确

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3 年 3 月期间，来我院实

施手术室围术护理患者 100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取

随机数表法将组间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患者各 50 例，在此期间对照组患者采取单纯术前访

视，观察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新式术前访视模式，

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5 例，年龄

区间 47-65（平均年龄 55.87±3.17）岁。观察组男

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区间 47-65（平

均年龄 55.65±3.21）岁。组间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首先对照组医护人员在护理阶段为患者单纯实

施术前访视护理，于术前通过对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以患者实际病症和一般资料作为护理依托，由医护

人员为患者进行手术过程、麻醉方式的简要讲解，

缓和患者紧张焦虑心理环境[2]。观察组医护人员为

患者实施新型术前访视，医护人员在术前均需具备

充分临床护理经验和专业化护理认知，可以结合患

者实际病症有效明确访视时长，一般为 15min 即可，

访视前需进一步了解患者病症情况，遂即评估患者

心理活动[3]，同时与家属进行妥善沟通，告知病症

发展进度，和下步实施方案，并在此期间注意保护

患者个人隐私，进而获得患者及家属的支持理解，

提高患者护理依从性[4]，同时医护人员告知患者围术

相关流程，随即通过彩绘图文手册将围术事宜进行绘

制，向患者发放讲解，在此期间通过健康手册中的简

洁文字结合图样解读可有效使患者明确围术过程，强

化患者对围术作业的理解程度[5]，并提醒患者围术作

业阶段自主配合的重要性，随即为患者进一步解读围

术期间麻醉形式、手术结果的大致情况等，进一步降

低患者内心疑问焦虑，最后医护人员联合家属鼓励患

者正确面对手术，强化患者救治信心[6]。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患者 SAS/SDS 指数 
在入组对象焦虑抑郁指数评估中，为两组患者

选择汉密尔顿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共计发放 100
份，回收 100 份，评测效率值为 100%。在焦虑量表

评定中，分为重度焦虑（70 分以上），中度焦虑（50-69
分），轻度抑郁（49 分以下），患者病症随着分值

的升高而逐步加深。在抑郁量表自评中，75 份以上

为重度抑郁，55-74 分中度抑郁，54 分以下为轻度

抑郁，患者病症随着分值的升高而逐步加深。 
（2）患者护理满意度 
向组间患者发放本院自行拟制的护理满意度调

查问卷，主要针对组间患者护理宣教、沟通交流、

专业素质、专项技能以及院所环境等相关指标进行

评估，每项指标满分 10 分，分数越高，单项护理效

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文采用 SPSS22.0 软件作为统计学检验标准，

资料计算差异通过（x±s）表示，组间检测标准实

施 t 检验，资料计算方法上采用（%）进行计算，检

验结果上采用 χ2，检测最终结果以 P＜0.05 为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患者 SAS/SDS 指数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两项指标数据均低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数值评估均高于对照组，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组间患者 SAS/SDS 指数对比 

组别 
焦虑指数 抑郁指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50） 57.01±5.28 41.69±4.37 66.79±9.67 49.27±5.65 

对照组（n=50） 56.97±5.31 49.79±5.47 66.78±9.65 55.35±5.37 

t 0.037 8.180 0.005 5.515 

P 0.969 0.000 0.99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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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护理宣教 沟通交流 专业素质 专项技能 院所环境 

观察组（n=50） 8.57±0.79 8.97±1.05 9.27±0.38 8.97±1.07 9.31±0.54 

对照组（n=50） 6.03±1.02 7.57±0.87 6.55±1.00 6.37±1.25 6.79±1.05 

t 13.921 7.259 17.978 11.173 15.09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术前访视作为患者围术前重要步骤，其能够使

患者及时明确围术详细过程、相关注意事项等。一

方面有效改善患者紧张焦虑心理环境，进而提升患

者围术期间适应性[7]，同时还能提高患者对围术相

关信息的充分认知，降低术后不良反应，通过术前

访视可有效改善患者生理技能以及心理环境上压

力，不仅能够使患者常态化受压强度加以提高，还

可有效加强医患临床配合能力，提高手术成功率，

并且通过术前访视，能够对患者实际病症进行有效

探究，进而防止围术作业中不利事件发生，提升患

者护理满意度[8]。在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

采取新型术前访视模式，其在患者焦虑、抑郁心理

指数均较对照组低；并且在组间患者护理满意度指

数评估中，观察组护理宣教、沟通交流、专业素质、

专项技能以及院所环境等相关指标评估均高于对照

组，由此可知新型术前访视模式能够通过图文结合

的形式将患者围术重点和注意事项有效表达，并为

其做好针对性的护理讲解，进而提升访视的效果，

不仅能够使患者快速掌握相关围术信息，还能够提

升医护人员护理素养，通过对文化程度不高、负面

情绪较多的患者采取此护理模式，能够在通俗易懂

的图文中使患者更加便捷地理解相关围术事宜。 
综上所述，通过在手术室围手术期护理中采取

新型术前访视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焦虑、

抑郁心理环境，还可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具

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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