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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与手术效率的影响

王玲玲*� 杨� 珊� 杨� 扬

宝鸡市宝光路96607部队医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 要：目的：观察精细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及手术效率的效果。方法：选取该院����年�月至����年�月

手术治疗的患者，本次研究以该期间的��例手术室患者为主，将��例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对

照组男女比例为��：��，年龄��a��岁，平均（�����������）岁；研究组男女比例为��：��，年龄��a��岁，平均

（�����������）岁。将上述资料比对后，��������，不存在差异两组护士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其中给予精细化管理的为研究组，采用常规管理的为对照组，干预后评价护理质量及手术效率。结果：

护理质量：研究组护理质量相较对照组偏高，差异显著（��������）。手术效率：研究组手术准备时间、手术时间及

手术室接送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结论：手术室护理中采用精细化管理干预，既能促进护理质

量，又能提高手术效率，应被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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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手术室是医院体系中的重要场所之一，其功能性无法替代，作为医学领域高度反应医院的医疗水平，如何提高管

理水平是各大医院主要研究的课题。手术室是医院开展手术的重要场所，任何一种手术都应准备充足，确保患者的生

命安全。因患者病情、机体免疫力、承受力等各不相同，术中的风险也不同。随着我国医疗水平不断进步，手术室管

理方式逐渐更新，传统管理方式逐步淘汰，精细化管理作为全新的管理理念将传统管理方式的优势继续扩大，弥补了

传统管理方式的短板，促使手术效果更佳显著。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将该院的��名手术室护理人员，随机分组，将��例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男女比例

为��：��，年龄��a��岁，平均（�����������）岁；研究组男女比例为��：��，年龄��a��岁，平均（�����������）

岁。将上述资料比对后，��������，不存在差异两组护士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管理，包括术前辅助检查、术前交流及准备无菌手术器械等。研究组实施精细化管理，具

体措施：（�）人员管理。手术室的手术核心结构是手术室医务人员，是手术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手术过程

中发生感染的主要因素。手术室医务人员务必遵守手术室管理规定，其各项手术操作需严格按标准执行，手术过程要

小心缜密，杜绝因个人失误造成医疗事故。既要加强医务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又要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

质，培养高尚的医德，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以患者为中心，一切工作为患者着想，尽职尽责，避免医

务纠纷。（�）环境管理。手术室是医院的重要场所，也是高危感染区，手术室环境的好坏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感染直

接影响手术效果，所以要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由专人监督管理，手术服需集中消毒发放，运送手术物品使用

特制交换车。定期对手术室地面进行消毒，清洁工作采取湿式打扫法，检查地面有无破损，防止滋生霉菌或细菌。

（�）物品管理。手术室物品需要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进行专职管理，物品进出一定要跟踪记录。手术需要的物品需

遵循科学、标准的管理方式分类放置，定期对所有物品进行检查及整理，观察物品质量情况，是否存在空缺、变质或

过期等不良现象，要杜绝一切污染安全隐患，提高工作效率。术后，将用过的器械及物品统一运送至消毒部门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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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护理与营养国际护理与健康�2021� 第2卷�第6期

5

洗、消毒及灭菌，标记时间节点。（�）流程管理。术前根据手术需要准备手术设备及物品并进行全面检查；术前一

天将登记患者完整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静脉通道，方可在无菌环境实施手术�；病房医务人员要与手术室医务人员

按流程做好交接工作，术后需要将患者信息如实告知病房医务人员，做好预后防护工作>���>��。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精细化管理前后的工作质量及效率，包括无菌操作、护理技能、手术室物资管理、手术室环境及术

前准备的时间、接送患者的时间、手术器械管理评分、基础护理评分。

�����统计学方法

此次我院参与研究的患者所有临床数据应用�6366������统计学软件，两组手术接送时间及手术准备时间对比分析

采取（ ）形式表示，且予以�检验，以�作为观测指标，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分析采取率（�）的形式表示，且予

以χ�检验，当检验结果显示为��������且具有明显的差异对比，统计学有意义>��。

2��结果

�����对比两组手术效率

研究组手术接送时间、手术准备时间及手术时间均低于对照组（��������），统计学存在数据分析意义，见表�。

表1��两组手术效率对比（min， ）

组别 手术接送时间 手术准备时间

研究组（�� ���） ���������� ����������

对照组（�� ���） ���������� ����������

�值 ������ ������

�值 ������ ������

�����对比两组患者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分析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值 ������

3值 ������

3�讨论

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个体化结合整体化的全新管理模式，其实施目的主要是促进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生理及心理双

重感受，降低其不愉悦程度及不良事件发生概率。相较常规管理，精细化管理要求护理人员举止优雅、仪表整洁，护

理过程中重点体现“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进一步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在医疗水平进步的同时，

医院为了发展也在不断提高要求，手术室的质量改进是医院发展要求之一，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才能迎合社会的要求。

手术室工作主要有压力大、内容繁琐、风险高等特点，要求医务人员具备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强大的心理素质，与此同

时需要加强手术室其他各方面管理，注意细节方面，不断完善工作漏洞，提高手术质量。精细化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

础上将服务、环境及分工等质量方面采取细化管理，使管理资源更合理化，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手术室精细化管理

不仅能推动手术顺利实施，提高手术安全系数，降低感染风险，同时还能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另外，

精细化管理能提高手术室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精进专业能力。经本研究发现，在精细化管理

下，手术接送时间由原来的（����������）PLQ缩短至（����������）PLQ，手术准备时间由原来的（����������）PLQ缩

短至（����������）PLQ，可见，精细化管理将时间利用最大化，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提高日均手术接待数量，

所谓“时间就是生命”，为患者生命安全进一步提供保障，进而提升患者的满意度。计算数据表明，研究组患者满意

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手术接送时间、手术准备时间均低于对照组（��������），统计学存在数据

分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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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综合以上结论，精细化管理能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手术效率，提升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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