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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标识在手术室护理风险控制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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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护理标识在手术护理风险控制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实施

的护理标识应用效果与实施前的常规护理进行比较!手术室护理的标识主要包含患者信息标识'药物不良反应史标

识'输液或引流管道标识'药物标识"术中%'手术室空间标识'手术室设备标识及警示标识&结果
!

观察组风险概率

为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另外患者手术时间均明显短于对

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在实施护理标识措施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

!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在手术室护理中实行护理标识能够有效降低护理风

险!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

护理标识$

!

手术护理$

!

风险控制$

!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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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护理工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护

理风险控制的难度较高且较为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严重后

果)这一点在手术室体现得更为明显)手术室的临床治疗复

杂#同时医师.护理人员以及患者的流动量大#因此手术室是护

理风险的高发部门*

!

+

)护理标识能够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使护

理质量得到保障#现将本院实施该措施后取得的效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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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受

护理的人员共
!)%

例$观察组&#同时回顾性分析实施护理标识

之前的患者
!)%

例$对照组&#观察组为护理标识组#对照组为

未标识组)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h"#*

&岁#平均接受护理时间
!'8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h+#"

&岁#平均接受护理时

间
!(8

)两组性别.年龄.护理时间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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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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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标识应用
!

手术室护理的标识主要包含患者信息标

识.药物不良反应史标识.输液或引流管道标识.药物标识$术

中&.手术室空间标识.手术室设备标识及警示标识)$

!

&患者

信息标识!患者信息标识佩戴于患者手腕部位#主要方便护理

人员迅速了解患者身份#并且根据颜色区别患者的患病程度#

在进行手术前手术室护士接收病房护士的工作#利用患者身份

标识迅速核对患者身份及手术的具体信息)$

"

&药物不良反应

史标识!患者由于个体差异可能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如果不

加控制容易导致护理风险#因此有必要做好相关过敏史记录#

放置于输液架上#每次输液需核对无误再进行操作)$

+

&输液.

引流管道标识!主要指手术治疗涉及的输液管道#护士应在管

道醒目位置标识管道的作用以及使用时间等#最大限度避免用

管不当)$

'

&药物标识!手术室往往涉及较多的药物品种#不加

以标识可能会导致慌忙中用错药物产生护理风险#因此必须以

不同颜色区别药物的使用方式#还要详细记录药物的名称.用

量及用药时间等信息)$

(

&手术室空间标识!手术室因其治疗

的特殊性必须保证空间整洁.卫生#为了避免感染源进入手术

室#必须进行标识区别污染区及无菌区)$

&

&手术室设备标识!

手术设备对外部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为了保证设备的使用性能

正常发挥#应该做好防护标识)$

$

&警示标识!警示标识指在手

术室门口显眼位置标明手术进度#主要为了家属等陪同人员提

前进行自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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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标准
!

本次护理标识的观察项目主要为护理风险的

控制情况.手术时间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Gh?

表示#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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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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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

风险控制情况
!

采取护理标识的观察组出现风险的概率

为
"#$$,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理风险存在率

组别
%

护理风险出现次数$

%

& 出现率$

,

&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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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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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指标情况
!

观察组手术时间$

$(#'h!)#'

&

D9<

明显

少于对照组的$

)*#&h"!#!

&

D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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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

$

!$&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

!&(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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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水平对手术质量有极大的影响#综合以往经

验#手术护理风险控制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

&因为没有身份识

别标识#导致急诊患者的接送错误*

"

+

%$

"

&进行药物.输液等治

疗时混淆患者*

+

+

%$

+

&对手术流程没有记录完善%$

'

&术后的护

理存在疏忽#有患者因为体位不当导致褥疮*

'

+

%$

(

&手术室环境

存在感染源#手术患者出现感染情况*

(

+

%$

&

&护理人员因为设备

操作不当对自身或者患者造成损害)护理标识针对以上问题

作出具体的解决措施#能够实现对风险的预测.分析以及处理#

最大限度降低护理风险的发生率)

实施护理标识模式的关键环节在于护理标识的制作#因此

在制订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

&标准必须统一#这

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识别#避免人员观察错误影响操作#同时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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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醒目的前提下尽量具备美观性#既要反映标识的专业性#

同时也应该体现人性化的视觉感受#使人不会感到生硬.呆

板*

&

+

%$

"

&根据标识的性质可以简单归纳为
+

类#即提示类.环

境空间类以及患者标识类#标识的形式根据标识对象的不同也

应做出改变#例如标卡.标牌及识别患者身份的腕标等形式都

是针对不同的风险控制对象#有关患者的信息都要记录在患者

标识类别当中#尤其是患者身份标识.用药不良史标识.输液和

引流等管道标识*

$

+

%提示类包括术前.术中.术后不同阶段的用

药提示#使用药更加科学合理*

)

+

%环境空间标识主要针对手术

室空间环境.设备等方面)当标识完成制作投入使用后#应该

根据护理人员及患者的反应适时进行优化#并且观察患者以及

护理人员的满意度*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取标识护理模式后护理效果大大提

高)首先在手术风险方面#观察组患者的手术风险发生率及手

术风险出现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在手术时间方面#观察组

手术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在患者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患者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护理标识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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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集标本对血细胞分析红细胞各参数结果的影响及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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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冷凝集标本对血细胞分析红细胞各参数结果的影响及处理方法&方法
!

分别采用手心揉

搓并颠倒混匀
"D9<

"方法
!

%!

+$_

水浴
+%D9<

"方法
"

%!血浆置换
+

次"方法
+

%!显微镜手工计数"方法
'

%处理冷凝

集标本!比较各种纠正方法对红细胞各参数结果的影响&结果
!

以方法
'

检测结果为参比!方法
"

处理后各参数检

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文法
"

处理后红细胞计数"

O]Z

%'红细胞比容"

HZ/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

含量"

SZH

%'血红蛋白"

HB

%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SZHZ

%与方法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但

血小板计数"

FV/

%明显降低!与方法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血常规检验中冷凝集标本推荐采用

+$_

水浴
+%D9<

后保温立即检测!大部分冷凝集标本通过该法均能获得满意的效果$对于极少数较为严重的冷凝

集标本!可采用血浆置换
+

次处理后再检测!但血浆置换易导致血小板的严重丢失!因此!

FV/

值采用水浴法的检

测结果较为准确&

"关键词#

!

冷凝集$

!

血常规$

!

水浴$

!

血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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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细胞分析仪的使用过程中#许多因素对检测结果有干

扰#血标本冷凝集就是其中之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冷凝集的

血常规标本对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参数有较大的干扰#导致多

项参数的检测结果与实际不符#特别是对红细胞系统的各个参

数干扰较大)目前#对于肉眼可见的冷凝集标本多采用
+$_

水浴后再检测的办法进行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

冷凝集标本需要在
+$_

水浴中放置多长时间#水浴后是否延

迟保温及水浴后的结果是否满意等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答案)

而且对于如何发现和确认冷凝集标本#特别是对一些肉眼难以

觉察的冷凝集如何从检验结果中去发现并消除干扰#也没有统

一的认识*

!."

+

)因此#作者通过对
!%

例冷凝集标本进行不同方

法的处理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的血常规检查标本#乙

二胺四乙酸二钾$

\M/-.̂

"

&抗凝剂真空采血管#患者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Y

C

=D12I\.(%%%

血细胞分析仪及配

套的原装试剂.质控物)

%#*,

生理盐水#

!%%

#

V

德国
\

33

1<.

805A

移液器和吸头#水平离心机#

X4

C

D

3

@=

显微镜)仪器使用

前已校准#每日测定
+

个水平配套质控物#结果均在允许范

围内)

$#'

!

冷凝集标本的判断
!

肉眼观察见试管壁有细沙样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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