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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开展手术的开放性场所，在面对工作环节

众多、量大、节奏快及围术期患者病情复杂多变时，难免

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安全隐患自查模式是一种针对手术

室安全隐患与风险因素进行系统性排查和处理的管理

模式，临床护理人员借此模式可以大大规避不良医疗事

件的发生[1-2]。本研究将安全隐患自查模式应用于手术
室护理风险管理中，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8年 3 至 9 月本院普外科收治的
行择期手术患者 180例，排除有精神疾病、意识障碍、视
听障碍等无法配合治疗的患者。其中 3至 6月收治的
90例患者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7
至 9月收治的 90例患者为观察组，采用安全隐患自查
模式进行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观察组男 51例，女 39
例；年龄 21~67（45.2依10.1）岁。对照组男 53 例，女 37
例；年龄 23~65（46.3依11.1）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本研究经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手术室常规护理风险管理，护

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具体要点包括手术

室相关物品、器械的保管，麻醉方法、术中输液输血以及

感染管理、临床急救知识的熟悉掌握，其中无菌操作贯

穿管理始终。观察组采用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手术室

护理风险管理，具体内容如下。

1.2.1 成立安全隐患自查小组 护士长或主管护师牵

头成立安全隐患自查小组，共同商讨制定手术室风险管

理的整改方案，护士长或主管护师负责小组工作的监

督、管理与总结，其他 4位小组成员包括 1位责任护士
和 3位护士。责任护士负责记录并通报手术室常见的安
全隐患，并负责实施小组制定好的整改方案。护士负责

配合责任护士的工作，并做好手术室的日常管理、巡视

和汇报工作。自查小组每周召开 1次会议，总结本周的
安全隐患，并提出对应的整改措施。

1.2.2 总结护理风险事件 通过每周自查工作，自查小

组得出本院手术室可能存在以下护理风险：术前手术器

械准备不充分、接错患者、手术部位标识错误、转运途中

意外碰伤、错放手术间；术中患者体位摆放不当致后续

压疮形成、口头医嘱操作失误；术后手术资料记录不完

善、手术器械未及时归位、病理标本保存不当、管道护理

不当以致感染。

1.2.3 制定相应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安全

隐患，自查小组整改方案如下。（1）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淤手术室仪器设备及器械管理制度：建立手术室
仪器设备及器械日常质量控制及维修制度，为手术室风

险管理做好铺垫。于导管管理制度：降低导管相关感染
发生率。盂护理人员培训制度：定期组织护理人员业务
培训，目的包括端正工作态度、提高风险意识与法律意

识，巩固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等。（2）手术过程风险预防
要点。淤术前严格执行“三查三审”制度，责任护士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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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及相关急救物品，2位护士在转运前核对患者
个人信息、手术部位及术前用药、血液检查报告、麻醉方

式、术野等基本资料，确认上述信息无误后，评估患者生

命体征、皮肤情况、向能准确表达的患者或家属询问药

物过敏史及疾病史，再者注意转运中患者安全，最后核

对手术室确保手术间停放准确。于术中护士再次核对以
上情况；配合医生调整患者体位预防压疮；责任护士核

对术中口头用药医嘱，包括药物名称、剂量、用法，确认

无误后方可使用并记录。盂术毕安全隐患自查小组再次
核对并记录患者个人信息、用药情况(包括药品名称、剂
量、用法)、导管留置及引流情况、生命体征等手术相关
资料；清点手术工具，防止遗漏，并归置消毒；用专用标

本袋存放病理标本，并标明患者姓名、床号、住院号、标

本类型；术后严格无菌操作执行导管及引流管的护理工

作，预防相关感染发生。（3）责任护士加强患者家属的健
康教育，使其认识到各种潜在安全隐患，促使家属密切

配合护理人员进行护理风险防控，达到满意效果。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

生率。护理风险事件包括术前意外碰伤、器械准备不充

分；术中体位不当；术后导管相关感染、手术资料记录失

误及护理投诉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以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字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发生术前意外碰伤 0例、器械准备不充
分 1例、术中体位不当 1例、术后导管相关感染 2例、手
术资料记录失误 2例、护理投诉 2例，对照组分别为 2、
3、1、2、5、5例。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8.9% vs 20.0%，P＜0.05）。
3 讨论

手术室是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抢救的场所。患者病

情复杂、易变加大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难点，同时手术室

的开放性治疗特点对护理人员的安全隐患意识有着更

高要求。护理工作中一个小小疏忽就可能大大影响手术

的整体效果，甚至导致严重医疗事故。安全隐患自查模

式作为一种新型护理自查管理模式被逐渐应用于手术

室风险管理中，将手术室安全隐患与风险因素进行系统

性排查和处理，能挖掘出潜在护理风险并针对性采取积

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对防范措施进行持续性的完善与优

化，从而降低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3]。本研究以 180例手
术患者为研究对照，结果显示采用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

行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

生率明显低于行手术室常规护理风险管理的对照组，这

与黎彩玲等[4]研究结果相符。这说明安全隐患自查模式
能避免或减少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伤害、保证患者安

全，从而提高手术的整体治疗效果。该模式管理下护理

人员各司其职、职责明确，加强了责任意识，保证了护理

服务的质量。且该模式给予了护理人员更多的培训和学

习机会，调动了工作积极性、锻炼了主动思考能力，促使

护理人员自觉去认识、发现风险[5-6]。
综上所述，采用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进行手术室护理

风险管理可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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