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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全期细节护理对手术室患者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
罗雪竹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   要】目的：手术室全期细节护理对手术室患者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随机挑选2018年 9月～2020年 9月在本院行手术治疗的

78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方式将所有患者均分为一般组和观察组，一般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全期细节护理，评定组间患者护理满意

度和护理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一般组，组间差异满足统计学价值（P ＜0.05）；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一般组，

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价值（P＜0.05）。结论：在手术室患者中应用全期细节护理价值突出，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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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在医院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是治疗和抢救患者

的重要场所。而在手术治疗期间，不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都

承担着一定风险，由此会直接影响医患关系。鉴于手术操作存

在侵入性的特点，同时会给患者身心状态造成一定影响，甚至

会影响治疗效果。相关研究资料表明，给予手术患者全期细节

护理能够改善患者身心状态，促使患者更积极配合治疗，有助

于提高治疗效果。对此，本文随机挑选 2018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在本院行手术治疗的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手术室全

期细节护理对手术室患者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内容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挑选 2018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在本院行手术治疗的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方式将所有患者均分为一般

组和观察组，每组 39 例。一般组年龄 22 ～ 73 岁，年龄均值

（47.6±2.4）岁，男性 22 例、女性 17 例，其中妇科 8 例、神

经外科15例、普外科10例、泌尿科6例；观察组年龄22～74岁，

年龄均值（48.3±2.9）岁，男性 23 例、女性 16 例，其中妇科 7 例、

神经外科 16 例、普外科 11 例、泌尿科 5 例。入选患者均知情

同意参与研究，均满足相关疾病临床诊断标准及手术适应证，

经由伦理委员会核准；排除精神异常者，排除合并基础性疾病者，

排除妊娠期、哺乳期患者，排除不配合者。组间患者上述基本

资料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P>0.05），可比较分析。

1.2 护理方法

一般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行全期细节护理，措施如下：

形成安全护理意识。不断提升护理人员护理安全意识，落

实“三查七对”，尤其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仔细核对患者基

本信息以及各项检查资料，掌握患者病情和既往病史 [1]。

术前护理。其一，心理干预，增进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

患者心理状态和需求，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保证治护

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二，健康宣教，依据患者文化程度实施健

康宣教，告知患者手术流程、配合要点、注意事项以及治疗目的，

增进患者对手术治疗的了解。

术中护理。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合理调节手术室温度、

湿度，注意加强身体保暖。强化细节管理，合理高效的回收手

术医疗器械，清点辅助器械，完成手术后擦拭创口和引流管局

部残留血迹。

术后护理。其一，疼痛护理，评估患者疼痛程度，程度轻

微者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疼痛严重者遵医嘱使用镇痛

药物缓解。其二，运动指导，依据患者恢复情况指导患者合理

运动，增加活动量，促进身体恢复。其三，营养支持，依据患

者病情制定饮食计划，指导患者多食用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

食物，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知识水平、

沟通水平、服务水平、操作技能等，分值越高质量越佳）。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15.0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百分率（%）表示计量

资料，采用 x2 检测；使用（x±s）表示计数资料，利用 t 检验；

通过分析如果 P<0.05，则表示具备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4.87%，明显优于一般组的

76.92%，组间差异满足统计学价值（P<0.05）。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一般组，数据差异具备统计

学价值（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分）
组别 例数 知识水平 沟通水平 服务水平 操作技能

观察组 39 78.52±4.17 75.34±4.12 80.38±4.09 79.36±4.15
一般组 39 62.72±3.50 60.67±5.24 71.03±4.73 67.79±5.94

t - 17.941 8.743 14.418 9.351
P -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经由本文研究可见，在术前护理中，给予患者心理干预能

够让患者保持良好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能够增进患者对手

术治疗的了解，有助于促进良好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术中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可有效规避意外事件的发生；术后加

强疼痛护理能够缓解疼痛对患者的影响，有助于加快康复。同

时运动护理、饮食干预的实施能够促使患者增强体质，合理饮食，

保持良好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助于促进术后康复，同时有

利于提高护理质量。由此可见，手术室全期细节护理的应用价

值突出，获得患者认可。

综上所述，在手术室患者护理中应用全期细节护理效果突

出，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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