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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的安全隐患及人性化护理的探讨研究

田美丽 杨 帆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剖析骨科护理上存在安全隐患，讨论人性化护理在骨科护理中的运用实际效果。方法：挑选医

院在2020年3月-2022年3月医治的骨科患者100例开展护理剖析，剖析骨科护理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将患者分成研究组

和对照组各50例，研究组实行人性化护理，对照组实行基本护理，比照2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对照组患者各

时间段疼痛分级高过研究组，即研究组患者痛感比较轻，数据比较，差别有统计意义（P ）；研究组患者的护

理满意率小于研究组，差别有统计意义（P ）。结论：骨科护理上存在一定安全安全隐患，需给与护理高度重

视，运用人性化护理方式可减少安全隐患，提升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非常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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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做为医院外科极为重要的部门，骨科住院病房上存

在安全隐患比较多，如护理人员基础知识了解不足、实

际操作欠标准、欠缺高效的护患沟通交流等，牵制患者

的修复，乃至加剧病症的水平，从而产生护患、医患冲

突。因此很有必要并对执行人性化的护理对策，从根源

上避免安全隐患的产生[1]。文中根据阐述了骨科护理安全

风险，对我院研究组患者实行了人性化护理对策，效果

较好，现报导如下所示。

1 资料和方法

一般资料

此次科学研究挑选医院在2020年3月-2022年3月接诊

的骨科患者100例开展研究，患者均被确诊为骨折病症，

需住院。患者无褥疮史和皮肤疾病史，患者意识清楚，

主观性沟通协调能力好，年龄区间50-65岁，均允许参

与本次科学研究。清除患者有呼吸道疾病、循环系统疾

病、精神疾病等和此次科学研究不相干的病症。依照随

机分组方式将患者分成研究组与对照组各50例，研究组

中男士24例，女士26例，年纪为（61.7±0.3）岁；对照组

中男士23例，女士27例，年纪为（62.2±0.6）岁，2组患

者的性别、年纪等相关信息相比。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行基本护理计划方案相互配合患

者恢复，包含：基本护理、医院病房护理等。

研究组患者开展人性化护理。方式如下所示：

（1）褥疮安全风险及人性化护理

患者皮肤或是肌肤组织在遭到长期性挤压成型的情

形下，会有压印或是凹痕的现象，导致身体内部结构血

液循环系统补偿，从而引起亚急性褥疮的形成。为了更

好地提高肌肤护理成果，降低褥疮的产生，护理人员在

操作过程全过程归纳，理应做好肌肤护理，防止皮肤破

损状况的发生，另外在骨关节等部位摆放海棉等，并且

在大海上铺装无菌检测软垫，以管理挤压成型水平，保

持正常血液循环系统。对其患者的身体开展固定不动的

过程当中，在肘关节、膝关节等重污染区域也需要摆放

棉垫，防止患者在活动骨关节的过程当中，出现肌肤损

坏，引起感染。护理阶段，也要做好日常消毒工作中，

消毒杀菌阶段要管理消毒剂使用量，防止使用量太多，

对患者皮肤造成伤害。护理人员需要注意动作的轻便和

灵敏性，防止不合理护理实际操作，对患者的受损害总

体造成附加的压力。护理环节中，针对患者的关键部位

理应提升常规化的维护，尽量减少患者在护理环节中，

发生过多拉扯或是屈伸等问题的产生，降低不必要健身

运动[2]。

（2）静脉血栓安全风险及人性化护理

患者静脉发生静脉血栓的重要原因取决于手术的制

动，患者在手术结束后，必须对手术治疗身体长期性开

展固定不动解决，身体处于被动处在制动状态，在这样

的情况下，肢体血液逐渐变缓，特别是在一部分比较严

重受损的患者，因为长时间处于晕厥情况，其身体处在

静息状态，这些问题的发生，加快了血栓的形成。为防

止下肢静脉血栓产生可以采取下列人性化护理对策。①

手术后抬高患肢，避免深静脉回流阻碍。②医用弹力袜

开展护理，护理人员要具体指导患者规范使用医用弹力

袜。为进一步提升临床观察实际效果，患者在早晨起床

后，理应穿着医用弹力袜，夜间休息时，将医用弹力袜

脱掉，在医用弹力袜的配戴前期，理应按照护理人员专

业指导，规范化地进行配戴，防止操作失误，危害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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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实际效果。在医用弹力袜使用中，护理人员必须

用心做好详细说明工作中，根据必须的宣传教育，协助

患者及时掌握医用弹力袜配戴需要注意的事项。③推拿

护理能够进一步提升患者身体血液循环系统的水准，积

极应对血液缓慢的现象，进而预防静脉血栓的产生。④

穿刺术及服药护理，对穿刺术地区要进行合理安排，防

止对某一区域内的顽固性穿刺术，与此同时静脉穿刺理

应尽可能避开下肢静脉，以免发生静脉血栓，手术结束

后，理应提升巡视工作，融合患者腿部远端状况，开展

影响护理，一旦发现异常现象，则理应做好积极主动的

解决，将信息内容情况反映给医生，以保证异常现象解

决实效性与合理化[3]。

（3）感染安全风险及人性化护理

骨科患者的身体抵抗力较低，护理人员必须按时做

好灭菌消毒解决，以避免交叉感染状况的发生。根据这

样的事情，护理人员在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的框架

内，依规开展消毒杀菌工作中。比如对病房环境做好监

管，比如有效区划医院病床的相对密度，防止相对密度

太大，导致病房环境较弱，提升患者发生感染的几率。

与此同时依据医生的规定，做好抑菌类药的应用，严禁

乱用各种抗生素类因素，以保证患者本身抵抗力的全面

提高。当温度比较低时应做好患者的防寒保暖工作任

务，防止低温下患者自已的免疫力低下，给病毒感染乘

虚而入的好机会。做好病房环境的监管，维持地面干净

整洁和干躁，避免路面有渗水造成患者摔倒，及时处理

病房的环境卫生。结构加固好医院病床的防护栏，防止

患者从床上跌落。此外需要注意医院病房内尽量减少放

置锐利器皿，不然将对患者导致出现意外外伤[4]。

评价标准

运用我院自做报表对2组患者的疼痛分级和护理满意

率开展记录和比较。选用VAS得分对患者痛感开展得分，

满分成10分，分数和痛感正相关。

统计学方法

此次实验中涉及的全部测试数据由医院应用统

计学工作员开展统计分析，试验统计分析软件挑选

SPSS22.00，将P 做为统计意义存有界线，实验操作

中计数资料（%）挑选x2检测，计量资料（ ±s）挑选t值

检测，结论由同组检测人员展开分析。

2 结果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

本次研究成果显示，对照组患者各时间点疼痛评分

高于研究组，即研究组患者疼痛感更轻，数据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详情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分， ± s）

组别 例数 术后4小时 术后24小时 术后48小时

对照组 50 6.23±1.54 5.48±1.36 3.56±1.03

研究组 50 6.11±1.47 4.01±1.12 1.32±0.87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本次研究成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低于

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详情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24（48.00） 6（12.00） 44（88.00）

研究组 50 29（58.00） 20（40.00） 1（2.00） 49（98.00）

3 讨论

安全风险包含：①一些护理人员只是把进行护理每

日任务做为唯一的工作中，对患者及其家属欠缺耐心，

不能在细节方面保证高效的护理，私自降低护理程序流

程；②大部分护理人员由于忙碌的工作而忽略与患者交

流和沟通，导致其只看到了患者表层状况，很有可能开

展护理过程中遇到难题，不可以耐心地回应患者及其家

属提的问题，或是只是单纯的做答，对治疗方案、常见

问题等并不会主动解读，是导致产生医患纠纷的主要原

因 ；③护理人员在具体护理环节中，对患者的维护不够

重视，在运行骨折患者的时候不留意拆换姿势，可能造

成患者发生二次负伤。对捆扎或冷敷的患者药品拆换不

到位，交班环节中只对患者做简单介绍一下[5]。

本实验中，观察组患者采用目的性预防防范措施，

其基本内容：医患关系、护理人员素养、管理缺陷及其

不安全事件发病率解决。

创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首先，医务人员要改变本身传统护理意识，要会以

患者为核心开展工作中。其次，要创造和谐的医患关

系，用科学合理、技术专业、全方位、人性化护理专业

知识对患者开展生理心理身体上的疏通。再次，护理人

员会增加本身的业务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

上需强化和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以充分了解对方内心想

法，这类预防防范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

信赖感，与此同时，还可以提升患者与亲属在临床里的

有效性和自我防范意识，有益于防止安全事故产生[6]。

提升日常管理方法

首先，建立和完善专业指导流程及防范措施，严格

督促护理人员依照法律和有关规章开展工作中，减少非

法事情发生的机率；其次，需在日常工作上加强对护

理人员的监管工作力度，要把护理人员专业实际操作与

绩效考核列入日常评定当中；再次，需要对医院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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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进行监管，与此同时，也要对护理人员的工作时间

开展合理安排，防止出现护理人员高强度工作而给护理

工作中埋下安全风险；最后，医院在对于骨科护理人员

职位安装时，还需要对能力水平、实践技能、安全防范

意识等多个方面管理方法，特别是对新入护理人员，骨

科要按照一定的管理方法规章，使其尽早融入骨科工作

中，从而降低多余安全隐患产生[7]。

健全骨科护理规章制度

首先，医院需要对骨科日经常出现安全隐患等问题

展开分析总结和反思，与此同时，要经常机构医务人员

开展预防对策分析，而且要把早已确定实施的护理安

全风险和防护防范措施列入对应的骨科管理方案中。其

次，在部门内部结构建立和完善的监管制度，如：护理

人员考核指标、安全风险防止管理方案、大事件应急处

置等制度，把这些管理方案与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挂

勾，进而对护理人员的内容进行管束及管理，进而提升

骨科护理工作中的总体品质[8]。

健全护理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首先，医院骨科单位要严苛按照人才选拔规章制度

开展护理人员征募，确保临床医学护理人员具有良好的

综合基础。其次，医院要定期检查护理人员开展专业

能力、责任意识、安全风险安全意识等多个方面学习培

训，确保护理人员在把握专业知识前提下更好地了解与

使用超级技能跟新机器设备。最后，医院一定要做好对

新入护理人员的员工培训，应采取考评入岗管理方案，

这么做的目地一方面是为进一步提高新入护理人员的学

习热情和专业素养，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护理人员了解和

认识骨科工作的意义。此外，还应当提高护理人员的职

业道德教育，第一，医院可以从日常工作上不断地提高

医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职业素质。在具体护理环节中，护

理人员与患者触碰较多，因而，一定要将职业道德规范

与品行摆在首位。第二，医院要不定期对护理人员开展

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意识学习培训，提早让护理人员意

识到了安全风险可能产生的一些列法律后果，这样就能

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第三，医院要定期检查护理

人员的心态开展疏通，减少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如：采

用弹性排班规章制度或轮岗制度工时制度缓解护理人员

在骨科心理压力[9]。

提升患者健康教育知识

在手术结束后，许多患者会有一定程度的烦躁不

安、躁动不安忍不调整情绪，这种心态能给后面护理工

作中带来一定的危害。因而，为了防止这类现象发生，

医院要有针对性的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尽可能减

少患者的手术后精神压力，降低护理工作上的护患分

歧，进而为下一步骨科护理医治所提供的依据[10]。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骨科护理工作上，医院根据提升医务

人员防范意识，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健全

日常管理方案，提升患者心理指导等举措能够进一步降

低安全隐患的产生概率，提高骨科患者治疗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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