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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方 芳 张 娜
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 山东 济南 250031

摘 要：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外科手术作为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其围手术期的护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康复进程和预后。优

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从术前的全面评估与准备，到术中的紧密配合与生命体征监测，再到术后的精

心护理与康复指导，以及贯穿始终的风险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护理体系。该模式注重从患者的整体需求出

发，以精细化、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为核心，全面提升外科护理的质量和水平，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键词：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外科护理；应用

引言：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显著，不仅提升了护理服务的质量，还显著增强了患者

的满意度和医疗机构的声誉。外科护理是医护工作中至

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病情危急、抢救急救、手术检

查、治疗繁重等特点，因此护理工作负荷重，对护理人

员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要求极高。在此背景下，优质

护理管理模式的引入显得尤为重要。

1��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1.1  提高护理质量
利用规范化的流程管理、有效的沟通协作、个性化

的护理方案和持续的质量评估等要素，该模式最大程度

上确保了外科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和安全性。此举使得护

理人员能够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工作，极大地减少了

护理差错和医疗事故的发生[1]。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强护

理人员的培训和持续教育，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专

业技能和素养，继而使得护理团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高。

1.2  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对于外科护理而言，患者常常面临疼痛、焦虑和恐

惧等许多负面情绪。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尤其注重患者关怀

和个性化护理，这样一来，护理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

需求和体验，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在此基础上，通过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护理人员能够建立良好的护患

关系，不段增强患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此之外，提供

整洁、安静的病房环境和优质的睡眠、饮食干预等护理服

务，进一步提升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1.3  增强医疗机构的声誉和吸引力
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医疗机构的声誉和

吸引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应

用使得医疗机构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护理服务，满足

患者的多元化需求。其结果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患者前

来就医，还能够提高患者的忠诚度和口碑传播效应。并

且，加强团队协作和信息共享，提高了医疗机构的运营效

率和管理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和吸引力。

1.4  其他方面的积极影响
如，完善护理制度和加强护理人员的管理职能与执

行意识，有效降低了护患矛盾的发生。护理人员能够严

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工作，减少了因操作不当而引发的

纠纷和投诉。而加强护理人员的法制观念教育，能够提

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从而使得护理工作

更加规范和安全。

2��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2.1  术前护理
手术前，优质护理管理模式要求护理人员对患者进

行全面且深入的评估和准备工作，这是确保手术成功及

患者术后良好恢复的关键环节。

首先，对患者病情的详细了解是基础。护理人员需

仔细查阅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既往病史、过敏史、目

前所患疾病的诊断依据、各项检查检验结果等，从而精

准把握患者的身体状况，为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全面的

信息支持，并预测可能出现的手术风险[2]。如，对于患有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手术前需特别关注其心脏功能，

必要时协同心内科医生进行会诊，致力于调整患者的心

血管状态，以尽量降低手术中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

其次，生命体征的监测同样不容忽视。护理人员要

定时测量患者的体温、血压、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

并做好记录。持续、动态的监测，能够及时发现患者生

命体征的异常变化，如血压的波动可能提示患者存在紧

张情绪或潜在的心血管问题，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

干预。而对于体温异常的患者，需排查是否存在感染等



2025� 第6卷�第1期·国际全科医学

148

情况，确保患者在最佳的身体状态下接受手术。

此外，心理状态的评估也是术前护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手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应激事件，

往往会引发焦虑、恐惧、紧张等不良情绪，而这些负面

情绪可能会对患者的手术耐受性和术后恢复产生不利影

响。护理人员应运用专业的心理评估工具和沟通技巧，

积极与患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其内心的担忧和顾

虑。比如，有些患者可能担心手术的疼痛，有些则对手

术的安全性存在疑虑。针对这些问题，护理人员要耐心

地解答患者的疑问，向他们介绍手术的过程、安全性以

及术后的注意事项，同时分享一些成功的手术案例，增

强患者的信心，缓解其焦虑情绪，使其能够以积极的心

态迎接手术。

最后，护理人员还肩负着准备手术所需物品和器械

的重任。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素

养，严格按照手术清单逐一核对，确保各类手术器械、

敷料、药品等齐全且性能良好。从手术刀、缝合针等常

规器械到各类一次性耗材，从常规药品到急救药品，每

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准备过程中，护理人员还要对器

械进行严格的消毒灭菌处理，确保手术的无菌环境，避

免术后感染的发生。只有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才能为

手术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2.2  术中护理
在手术过程中，优质护理管理模式要求护理人员紧

密配合医生，全方位保障手术的顺利推进，每一个环节

都关乎着手术的成败和患者的安危。

护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手术室的无菌操作规范，这

是防止手术部位感染的关键防线。从进入手术室的那一

刻起，护理人员就要身着无菌手术衣，佩戴无菌手套，

严格按照无菌技术的要求进行操作[3]。在传递手术器械

时，要确保器械的无菌状态，避免器械的污染。并且，

要密切关注手术区域的无菌情况，及时提醒医生和其他

参与手术的人员注意无菌操作，如发现有违反无菌原则

的行为，要立即制止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手术部位始

终处于无菌环境中。

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是术中护理的核心任务之

一。手术过程中，患者的身体处于应激状态，生命体征

可能会发生波动。护理人员要利用各种监测设备，如心

电监护仪、血压计、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等，实时、连续

地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一旦发现心率过快、血压

骤降、血氧饱和度下降等异常情况，要迅速做出判断，

并及时告知医生，同时配合医生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如调整输液速度、给予吸氧、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等，确

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在手术过程中，保持与医生的良好沟通必不可少。

护理人员要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流程，能够准确地理解医

生的手术意图，及时、准确地传递手术器械，确保手

术操作的流畅性。像是在医生进行缝合时，护理人员能

够迅速递上合适的缝合针和缝线；在需要止血时，能及

时准备好止血器械和材料。而且，护理人员还要关注手

术的进展情况，对于手术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如出血较

多、解剖结构异常等，要冷静应对，积极协助医生解决

问题，为手术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的支持。

2.3  术后护理
手术后，患者的身体处于较为虚弱的状态，需要护

理人员进行精心、细致的观察和护理，这对于患者的康

复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依然是术后护理的重

要内容。术后初期，患者的生命体征可能尚未完全稳

定，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体温、血压、心率、呼

吸等指标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如术后出血导致的血压下降、肺部感染引起的呼吸异常

等。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监测的频率，对于病情

较重的患者，可能需要每15到30分钟测量一次生命体
征，以便及时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

第二，注意伤口的护理。护理人员要定期查看患者

的手术伤口，观察伤口有无渗血、渗液、红肿、疼痛加

剧等情况。对于清洁伤口，要保持伤口敷料的清洁干

燥，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换药；对于有引流管的伤口，

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止其扭曲、受压、脱落，同时密

切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和性质，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医

生。换药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

原则，避免伤口感染的发生。

第三，重视疼痛管理。术后疼痛会给患者带来身体

和心理上的不适，严重影响患者的休息和康复。为此，

护理人员要采用多种疼痛评估工具，如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等，准确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在此基础上，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疼痛缓解措施[4]。对于轻度疼

痛的患者，可采取心理疏导、分散注意力等方法缓解疼

痛；对于中度疼痛的患者，可遵医嘱给予口服止痛药；

对于重度疼痛的患者，则可能需使用静脉镇痛泵等药物

镇痛措施，确保患者的疼痛得到有效控制，提高患者的

舒适度。

第四，护理人员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指导患者进行

早期的床上活动，如翻身、四肢活动等，以促进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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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预防压疮和深静脉血栓的形成；随着患者病情的恢

复，逐步增加活动量，如坐起、床边站立、行走等，并

根据手术类型和患者的身体状况，制定相应的康复锻炼

方案，如腹部手术患者的呼吸功能锻炼、骨科手术患者

的肢体功能锻炼等，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机能，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

第五，加强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患者和家属在术

后往往对患者的病情和康复情况十分关心，同时也可能

存在诸多疑问和担忧。护理人员要主动与他们进行交

流，及时解答他们的问题，告知患者的治疗进展和康复

情况，让他们了解术后护理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鼓励

他们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良好的沟通，不单单可

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还能够增强患者和家属战胜疾病

的信心，促进患者的康复。

2.4  风险管理
在外科护理中，风险管理是保障患者安全、提高护

理质量的最基本措施与保障。优质护理管理模式要求护

理人员具备敏锐的风险意识，对患者进行全面、系统的

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涵盖患者

的病情、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手术类型、药物过敏史

等多个方面。如，对于老年患者，由于其身体机能下

降，可能存在多种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等，手术风险相对较高。护理人员在评估过程中，要

重点关注这些潜在的风险因素，预测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如心脑血管意外、肺部感染、伤口愈合不良等，并

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护理人员要采取针对性的预防

措施。对于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术前要积极

控制血压、血糖，改善心脏功能；术后要密切观察生命

体征，加强心电监护，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心律

失常等问题[5]。对于有肺部感染风险的患者，术前要指导

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术后要鼓励患者尽早翻身、咳

嗽、咳痰，必要时给予雾化吸入等治疗，预防肺部并发

症的发生。

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定期对风险事件进行回顾

和总结。收集、整理和分析护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类风险

事件，找出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不

断完善风险管理措施。如，如果发现某类手术患者术后

伤口感染的发生率较高，护理人员就要深入分析可能导

致感染的因素，如手术器械的消毒情况、病房环境的卫

生状况、患者的营养状况等，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改进

措施，如加强手术器械的消毒管理、优化病房环境、加

强患者的营养支持等，从而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

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安全水平。

结语：综上所述，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

的应用价值显著。它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

和医疗机构的声誉，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积极影响。因

此，外科护理团队应当积极拥抱并实施优质护理管理模

式，不断关注和研究其应用效果，持续改进和创新，以

适应现代医疗服务的需求和挑战。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

护理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安全的护

理服务，推动外科护理工作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未来

的医疗实践中，应不断完善和优化优质护理管理模式，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患者，为患者的健康提供更加坚实的

保障。

参考文献

[1]付绍莲.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分析[J]. 科学养生,2021,24(2):93.

[2]张发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探
讨[J]. 养生保健指南,2020(44):233.

[3]陈双,姚桂林. 优质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分析[J]. 中国卫生产业,2024,21(7):118-121. 

[4]潘慧敏.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外科临床护理中应用
价值及对护理质量影响[J]. 健|康必读,2021(17):128,212.

[5]陈莉芳. 人文关怀与优质护理在普外科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分析[J]. 养生保健指南,2021(3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