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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没有给予电气设备管理足够的重视。因此，电气

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检验。再者，从事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意识方面相

对较弱。这种情况使得电气设备的运行信息反馈变得不

够及时和准确，从而无法实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状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潜在的风险无法迅速被识别，故

障的位置也不能立刻锁定，从而使得紧急维修的时间变

得更长，并不能迅速地报告或修复电气设备的问题。

在管理电气设备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和

高效的审查，并对电气设备的所有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因此，当电器设备遭遇故障时，我们可以依据过去的操

作数据来迅速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但是，当前很多火

电厂并未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导致了无法及时地登记和记录运行数据。这种情况导

致技术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操作数据来评估电气设备的

潜在安全风险，从而使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营管理陷入了

被动状态。另外，在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还面临着效

率不高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挑战。目前，许多火电厂还

是依赖人工来收集数据，这使得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难以得到确保。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状况进行改革，以

提升数据采集的效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火力发电厂的电力产出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

电气设备系统也变得日益复杂。但是，传统的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无法满足火电厂当前的发展需求。然而，火电厂

的管理团队并未真正认识到管理任务的核心地位，他们

在常规操作中忽略了定期维修的必要性，没有严格遵循

安全管理规定来执行他们的职责，这导致了安全管理出

现了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可能性。

火电厂的运营管理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提升发电量和

经济回报上，但随着火电厂的持续发展，其安全管理体

系并未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导致了安全管理体系的滞后。

另外，火电厂的安全管理任务仅由特定部门承担，并未

确保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妨碍

火电厂员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尽管我们在管理过程

中融入了多种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和系统，但这些技术并

未真正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的管理仍然依赖于人工操

作，并且随着需要管理的设备数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的

效率也逐渐降低。

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为了提升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定期对电气设备进行

巡视、检修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隐患。首先，巡视是

对电气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设备的外

部观测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磨损、松动、腐蚀

等问题。例如，对电缆线路、接线箱、电气控制柜和变

压器等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连接是否松动、绝缘是否完

好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对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的内部检查和维护。通过拆卸、清洗、润滑和更换

老化零部件等措施，可以消除设备的故障隐患，并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对电动机、开关、保护装置等

关键设备进行检修，检查电机轴承的磨损情况、开关触

点的烧毁程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此外，维护

工作也包括设备的保养和调试，保养是在设备正常运行

期间进行的预防性维护工作，如润滑、紧固螺栓、清洗

过滤器等，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调试是指对新安装

或修复后的设备进行系统性的功能测试，以验证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首先，需要明确责任分工，确定各个管理层级和岗

位在电气设备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涵盖设备的日常

巡检、维护、操作、维修和故障排除等方面，确保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责任模糊或漏洞。其次，制定

管理流程，明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步骤和要求，确保

操作规范、流程明确，提高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管理效

果。在制定管理流程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流程优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此外，制定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控。

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考核和评估来实现，对电气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及时调整。通过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

和流程，提高管理效能，从而确保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

全运行。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和宣传，提高员

工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以

便更好地适应和贯彻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是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推动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管理

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首先，培训操作人员应着重于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理

论知识的学习。操作人员需要了解电气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运行参数等基本知识，掌握设备故障诊断和排

除的方法，以及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标准。其次，培训

应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

操作人员应熟悉各类电气设备的操作流程，掌握正确的

在医院中手术室毫无疑问是其核心科室，肩负着救

治病患和拯救生命。这里每天都有和病魔搏斗，争分夺

秒的激烈场面。由于手术室收治的病人情况种类繁多、

错综复杂，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但劳动强度高、风险也

很大。他们常常需要长时间的高度集中，对于技术的要

求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是，就是在这种高压，高

强度的作业环境下，手术护理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很小，但是不能忽略。

由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手术是否能够成功，并且与患

者的生命安全以及手术后的康复有着密切的关联。护理

一旦发生疏忽大意，不但会造成护理质量的降低和影响

病人治疗效果，更为严重的结果还会使病人致残，身体

硬件功能发生障碍甚至不幸遇难。这种后果，毫无疑问，

谁也不愿意见到。手术室细节护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

步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细节护理的核心理念是

在手术室的每一个操作环节和每一个步骤中都追求卓越

和细致。从手术前准备，手术配合，手术后护理等各个

环节都追求最佳状态，保证病人安全舒适。并通过实践

证明细节护理的确能较大程度地提高病人对手术室护理

满意度。病人在体会到医护人员细致入微的关心与呵护

后，情绪就更轻松了，对手术的恐惧心理与焦虑情绪就

大大减轻了。这样既利于手术顺利实施，又利于病人术

后康复。所以手术室细节护理工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是手术室护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提高手术室护理

质量，确保病人安全的有效手段。

本研究选择手术室患者 200 例为研究对象，将所有

患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2 组，每组 100 例患者，就手

术患者接受细节护理后对患者满意度和手术室护理质量

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我院 2021 年 1 月份到 2022 年 1 月份收

治的 200 位患者为研究样本。在这些患者中，有 114 名是

男性，86 名是女性，他们的年龄范围是从 21 岁到 71 岁，

平均年龄是（35.43±2.78）岁。这批患者被均匀且随机

地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包括

25 名患者。

纳入标准：（1）患者年龄、性别不限，以确保研究

样本的多样性和广泛性。（2）涵盖各类择期手术患者，

以评估细节护理在不同手术中的普适性。（3）患者或其

法定代理人需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并遵

守研究方案的要求。（4）患者在术后能够配合完成满意

度调查及相关护理质量评估。

排除标准：（1）排除因紧急情况而进行的手术患

者，因为紧急手术情况下的护理流程可能与择期手术不

同，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2）排除术前已存在

严重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的患者，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准

确理解和回答满意度调查问题。（3）排除术中发生严重

并发症（如大出血、心脏骤停等）的患者，因为这类患

者的术后护理重点可能转移，不适合作为细节护理效果

的评估对象。（4）排除术前已存在严重感染的患者，以

避免感染因素对护理质量评估的干扰。（5）排除拒绝参

与本研究或无法配合完成术后满意度调查及相关评估的

患者。

细节护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张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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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讨论手术室护理细节护理的运用及对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方法：研究共纳入200例

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通过数据进行对比。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进行细节护理，对比2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情况、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护理质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在接受护理后的医院感染率有了显著的下降（P<0.05），试验组在护理后的不良事件发

生率有了显著的下降（P<0.05），试验组在接受护理后的护理质量评分有了显著的提升（P<0.05），试验组的护理满

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P<0.05）。结论：将细节护理运用于手术室护理可显著提升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并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护理工作大力推广。

关键词：细节护理；手术室；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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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只给予手术室常规护理，主要包括

手术前准备、手术时配合和手术后观察。

试验组：（1）术前细节护理：①关于健康教育的细

致护理：在进行手术之前，要深入掌握患者对即将实施

的手术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考虑到患者的教育背

景，我们为他们量身打造了面对面的健康教育计划，并

详细阐述了在麻醉和手术过程中的关键配合点，目的是

增强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和对治疗的配合。此外，通过分

享成功的手术实例，可以进一步加强患者对手术治疗的

信赖。②在心理方面的细心照顾：在手术前，积极地与

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沟通，以深入了解患者可能

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致力于

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协助他们消除疑虑，减轻负面情

绪，这将有助于提高手术麻醉的效果，并增加患者对手

术治疗的信心。

（2）手术时的细节护理：①精心准备：当病人走进

手术室时，将手术室环境，麻醉师和手术团队等详细描

述给病人，并通过和病人亲切的沟通，转移病人的注意

力，缓解紧张情绪。同时严格检查病人基本情况，术中

药物使用情况和手术部位，保证监护仪器接线正确，物

品备齐，为手术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②贴心

的保暖措施：在手术前的 30 分钟内，将手术室的温度调

整到 22~25℃，并将湿度维持在 40%~60% 的范围内。当

患者进入房间后，需要为他们安排一个舒适的姿势，并

确保手术过程中的温度保持在 24~25℃之间，同时要确

保为患者盖上保暖用品。另外，手术时冲洗液温度应控

制在 37℃左右，防止术后寒战。③术中密切观察病情：

术中护理人员需要密切注意病人生命体征改变，皮肤颜

色，意识状态和液体进出量。当发现异常时，立即报告

麻醉医生，及时处置。

（3）术后的细节护理：①精心的术后操作和护理：

术后，在医生密切配合下，完成创面包扎。以保证病人

生命体征平稳为前提，以最快速度安全返院，缩短过道

内停留时间。同时注意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并在必要的情

况下予以适当的遮挡。加强手术后保暖，给静脉注射药

物加温，以利于病人手术后恢复。另外，还要严密观察

病人苏醒情况，尿量及手术后引流情况，一旦出现异常

情况要及时报告医生进行治疗。②手术后心理护理的策

略：主要有放松疗法进行冥想训练和以播放轻柔音乐来

指导病人放松心情；思维转移法引导病人在看电视或者

参加活动的时候转移注意力；和腹式呼吸训练有助于减

轻病人的紧张。这些举措综合影响了病人心理方面，目

的是促进病人术后整体康复。

1.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比较两组的医院感染发生率。（2）比较两组的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3）比较两组的护理总体质量。

（4）采用院内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表评估比较两组

的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工具为SPSS 20.0，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两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比较

试验组感染发生率为4.00%（4/100），对照组感染发

生率为16.00%（16/100）；试验组低于对照组（χ2=4.000，

P=0.045）。

2.2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试 验 组 护 理 不 良 事 件 总 发 生 率 低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医疗器械

准备不足

出现护理

差错

消毒隔离

不达标
总发生率

试验组 100 0 2（2.00） 0 2（2.00）

对照组 100 4（4.00） 6（6.00） 4（4.00） 14（14）

χ2 4.892

P 0.025

2.3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分别从手术室设备管理、器械预备、护士配合、

消毒隔离等方向对比，护理质量评分等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比较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分，（x±s）]

组别 设备管理 器械预备 护士配合 消毒隔离

试验组

（n=100）
94.2±3.3 96.5±3.4 96.3±4.4 97.6±3.2

控制组

（n=100）
81.4±3.2 83.5±2.8 83.3±5.1 86.6±3.2

t 3.6227 4.5217 4.9634 3.7117

P 0.000 0.000 0.000 0.000

2.4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 100
52

（52.00）

40

（40.00）

4

（8.00）

92

（92.00）

对照组 100
16

（16.00）

64

（64.00）

20

（20.00）

80

（80.00）

χ2 6.414

P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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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没有给予电气设备管理足够的重视。因此，电气

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检验。再者，从事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意识方面相

对较弱。这种情况使得电气设备的运行信息反馈变得不

够及时和准确，从而无法实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状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潜在的风险无法迅速被识别，故

障的位置也不能立刻锁定，从而使得紧急维修的时间变

得更长，并不能迅速地报告或修复电气设备的问题。

在管理电气设备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和

高效的审查，并对电气设备的所有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因此，当电器设备遭遇故障时，我们可以依据过去的操

作数据来迅速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但是，当前很多火

电厂并未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导致了无法及时地登记和记录运行数据。这种情况导

致技术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操作数据来评估电气设备的

潜在安全风险，从而使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营管理陷入了

被动状态。另外，在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还面临着效

率不高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挑战。目前，许多火电厂还

是依赖人工来收集数据，这使得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难以得到确保。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状况进行改革，以

提升数据采集的效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火力发电厂的电力产出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

电气设备系统也变得日益复杂。但是，传统的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无法满足火电厂当前的发展需求。然而，火电厂

的管理团队并未真正认识到管理任务的核心地位，他们

在常规操作中忽略了定期维修的必要性，没有严格遵循

安全管理规定来执行他们的职责，这导致了安全管理出

现了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可能性。

火电厂的运营管理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提升发电量和

经济回报上，但随着火电厂的持续发展，其安全管理体

系并未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导致了安全管理体系的滞后。

另外，火电厂的安全管理任务仅由特定部门承担，并未

确保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妨碍

火电厂员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尽管我们在管理过程

中融入了多种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和系统，但这些技术并

未真正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的管理仍然依赖于人工操

作，并且随着需要管理的设备数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的

效率也逐渐降低。

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为了提升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定期对电气设备进行

巡视、检修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隐患。首先，巡视是

对电气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设备的外

部观测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磨损、松动、腐蚀

等问题。例如，对电缆线路、接线箱、电气控制柜和变

压器等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连接是否松动、绝缘是否完

好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对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的内部检查和维护。通过拆卸、清洗、润滑和更换

老化零部件等措施，可以消除设备的故障隐患，并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对电动机、开关、保护装置等

关键设备进行检修，检查电机轴承的磨损情况、开关触

点的烧毁程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此外，维护

工作也包括设备的保养和调试，保养是在设备正常运行

期间进行的预防性维护工作，如润滑、紧固螺栓、清洗

过滤器等，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调试是指对新安装

或修复后的设备进行系统性的功能测试，以验证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首先，需要明确责任分工，确定各个管理层级和岗

位在电气设备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涵盖设备的日常

巡检、维护、操作、维修和故障排除等方面，确保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责任模糊或漏洞。其次，制定

管理流程，明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步骤和要求，确保

操作规范、流程明确，提高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管理效

果。在制定管理流程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流程优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此外，制定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控。

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考核和评估来实现，对电气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及时调整。通过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

和流程，提高管理效能，从而确保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

全运行。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和宣传，提高员

工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以

便更好地适应和贯彻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是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推动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管理

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首先，培训操作人员应着重于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理

论知识的学习。操作人员需要了解电气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运行参数等基本知识，掌握设备故障诊断和排

除的方法，以及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标准。其次，培训

应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

操作人员应熟悉各类电气设备的操作流程，掌握正确的

三、讨论

手术室被视为医院治疗的中心区域，它肩负着处理

高强度、高风险和复杂工作流程的重大责任。在这个地

方，医疗工作人员就像是在钢丝上舞动的舞者，他们的

每一个动作都必须非常小心和准确。他们需要长时间的

工作和高技术标准，这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手术室内的每一个微小环节都直接影响到患者

的生命安全，任何形式的疏漏都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

严重后果。从病人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手术后的全

面护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护理人员全身心地投入，不

断追求卓越。护理的质量水平不只是决定手术是否成功

的关键，它也是确保患者安全的核心因素。因此，手术

室的护理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重

要的是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责任感。他们需要在高度

紧张的氛围中保持冷静，能够对任何微小的变动做出迅

速的评估和应对。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和每一句话，都是

对患者生命的保护。细微之处往往决定成败，这在手术

室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医护人员有责任始终优先

考虑患者的安全与舒适性，以专业和细致的态度为患者

构建一道坚固的生命防护屏障。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

能确保每一次手术都能无障碍地进行，确保每位患者都

能安全渡过这一困境。

在手术室的护理实践中，细节护理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对于提高手术室护理服务的总体品质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个护理方法包括了手术前的访谈、

手术中的护理以及手术后的护理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

都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加细致和周到的服务。通过细致

入微的护理，手术室内的患者可以在心理和生理上得到

有效的调整，从而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手术治疗，这无疑

为提高治疗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达到细致的护

理效果，手术室的护士必须更新他们的传统护理理念，

确保患者成为护理活动的核心焦点。这表明，护士在提

供护理服务时，必须高度重视患者的真实需求，并根据

这些需求提供周到和细致的关怀。在提供护理服务的过

程中，向病人详尽地解释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费用细

节，这不仅有助于患者进行心理上的预备，还能为接下

来的治疗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心理支持。这一以病人为中

心的细致护理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病人对护理服务的满

意程度，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他们对治疗的信心，并

为他们未来的康复旅程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中的细节护理实践证明，它

可以显著提高护理的质量并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确实

是一种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的护理方式。这一护理方

式不只是基于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它还考虑到了每位

患者的独特需求，确保他们都能接受到为其量身打造的

护理服务。通过深入了解病人的基础信息，医护人员可

以更准确地评估病人的护理需求，从而在手术过程中提

供更全面的服务，这无疑显著提升了病人护理的安全性。

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因为患者在文化、家庭背景、

社会支持和个人特质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对于护

理的理解和需求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差异有时会引

发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误解或忽视，这不仅可能导致金钱、

时间和精力的不必要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增加

护理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难题，我们应该

利用各种途径，例如座谈会、社区对话等，来提高患者

的自我管理和保护意识。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增强患者

对护理任务的认识和合作，还能更有效地避免各种护理

相关的风险事件，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在一个安全且高效

的护理环境中获得最优质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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