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希望#找到职业归属感#增强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

B'A'A

!

强化安全教育#提升法律意识
!

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

行安全教育及相关知识培训#首先是对护理管理队伍进行管理

知识培训#增强管理者的责任和风险意识%护理人员教育从岗

前培训开始抓起#每年的新进护理人员必须进行规范的培训#

内容包括核心制度)医院规章制度)0护士条例1)法律法规和实

际案例分析)沟通交流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并进行严格考核#不

合格不上岗*整个工作过程中不断强化教育#提升护理人员的

法律意识#把患者安全作为第一己任*

B'A'B

!

加强患者教育#适应患者角色
!

开展不同阶段的患者

健康教育#反复不断的强化教育#改变其固有的观念#使其尽快

适应患者角色#正确配合治疗)护理*加强医患沟通#和谐医患

关系#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

(

#减轻护理人员思想和精神上的

压力#从而减少护理缺陷的发生*

B'A'C

!

重视护理人员规范化培训
!

制订各级护理人员规范化

培训计划#持续分层次培养#并通过-三基.训练)专科知识技能

训练)院内科内定期考核)外出短训)进修等#帮助护理人员实

现自我提升#发动各阶段护理人员积极参与自我教育)自我培

养#采取多种形式对护理人员进行分层次培养#提高其专业

素质*

B'A'D

!

完善各项护理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

制订并完善

科室间交接制度)陪同患者检查)患者身份识别制度等#使护理

工作制度化)流程化%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交接班制度)

危重患者管理制度等护理核心制度#使护理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并将各项护理核心制度)护理操作流程)各种应急预案等编

制成护理人员手册#人手一份#定期进行核心制度抽查)考核#达

到人人知晓%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科内安全讨论分析#及时修改和

完善相关制度和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护理缺陷的发生%

实施绩效考核制度#将护理人员工作质量与个人经济效益及专

业技术职务晋升挂钩#激励护理人员出色完成护理工作*

B'A'H

!

重视环节管理
!

针对科室高危人群$如危重病患者&#

应加大关注力度并采取一定防范措施#实行集中专人管理%特

殊时间段#如交接班)中午)夜间)节假日等#应保证均有组长或

高年资护理人员上班#严格把好质量和安全关%侵入性操作)大

换药)呼吸机操作等应派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执行或在旁指导

进行#避免业务不熟的护理人员单独操作*

B'A'I

!

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充分发挥高年资护理人员的能

力
!

根据科室工作量并结合护理人员意愿进行排班#有效保障

护理质量%做好各不同年资护士搭配上班#相互协作#弥补低年

资护理人员临床经验少)协调能力差)应急反应慢等缺点#形成

优劣互补#有力保障护理安全*

B'A'J

!

健全护理安全管理的组织机构
!

构建护理安全文化氛

围#护理领域的安全文化就在于护理人员对患者安全共同的价

值观)信仰与行为准则'

0

(

!$

%

&设立护理缺陷统一上报邮箱或指

定办公室#以邮件或电话方式上报#指定部门或专人负责统计#

制订完整的护理缺陷上报表#上报事件信息力求准确#过程清

楚#以供全区各医院组织学习*$

&

&各医院护理部或护理负责

人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课程#护理质量分析会等#结合实际

案例进行原因分析#研讨防范措施#达到引以为戒的目的*$

*

&

科室内形成护士长
_

质控组长
_

高年资护理人员
_

低年资护

理人员的层级体系#人人参与科室质量控制#并逐级分配任务#

全体人员定期对科室进行安全检查#包括人员)环境)设施设

备)工作流程等#做好记录同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

&重分

享#轻处罚#-以人为本.的缺陷处理是营造安全文化的必要条

件'

0

(

*利用护理质量分析会)院刊)护理简报等宣传护理缺陷

无惩罚上报制度及上报途径#鼓励护理人员说出错误)认识错

误并积极纠正错误*

护理缺陷是指在护理工作中因未执行护理规章制度及操

作规程)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或技术水平低等原因#对患者的

诊断和治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护理缺陷的防范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与护理人员的素质)技术和良好的护理环境及管理

水平密切相关'

I

(

*所以要在源头上控制护理缺陷的发生#关键

在于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法律意识)专业技能)沟通

技能等*而完善的规章制度)健全的流程管理)人性化管理原

则是预防和减少护理缺陷再发生的必要条件*减少甚至杜绝

护理缺陷的发生需要各管理部门)患者及护理人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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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颈椎病患者围术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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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引起脊髓)神经)血管 损害而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

(

#重者可因脊髓)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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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损伤严重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根据病情可采取保守

治疗或者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风险较大#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并

发症#故患者心理上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护理人员采取必要

的护理干预#稳定患者的情绪*现总结本科
%))

例颈椎病拟行

前路手术患者的相关资料#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0

月至
&)%)

年
I

月
%))

例颈椎

病前路手术患者#其中男
00

例#女
(0

例%年龄
()

"

H0

岁#平均

I(

岁%脊髓型
0)

例#神经根型
&I

例#椎动脉型
%(

例#交感神

经型
%)

例*根据焦虑自评量表和调查问卷对患者的心理状况

和表现进行评估'

&:*

(

#其中焦虑
H)

例#恐惧)紧张
(&

例#依赖

*)

例#精神异常
%%

例*

@'A

!

护理干预措施

@'A'@

!

加强护患沟通#实施优质护理'

(

(

!

$

%

&热情接待患者#

介绍医院环境和主管医生#讲解有关术前检查的相关内容#使

患者信赖医生和护士%$

&

&主管护士全面评估患者的情绪反应#

了解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

@'A'A

!

增加患者对疾病和手术知识的了解#树立正确的疾病

手术观
!

因为患者产生焦虑)恐惧)紧张的情绪主要是来源于

手术#因此#必须加强疾病知识的宣教#采取集体宣教和发放健

康处方的形式*颈椎前路手术风险大#必须作好一切术前准

备#排除影响患者健康因素'

0

(

!$

%

&主管医生和护士在患者入院

后讲解颈椎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将有关健康知识以处方的形

式发给患者#并认真讲解%$

&

&指导患者进行气管)食管的推移

训练#再配合雾化吸入#从而减轻术后气管水肿和咽部疼痛%

$

*

&术前
%K

再次进行护患沟通#耐心回答患者及家属的提问#

沟通时注意语气#用词妥当*

@'A'B

!

消除患者对手术室陌生环境的影响
!

$

%

&术前手术室

护士到病床旁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情况#并讲明其术中

配合知识#增强患者接受手术的信心和勇气'

I

(

%$

&

&手术当日到

病房接患者#而且一直陪伴到患者#并安全转移到手术台上#摆

好体位#顺利接受全身麻醉'

&

(

*

@'A'C

!

术后护理干预
!

$

%

&严密观察病情#一级护理#专人守

护#讲解其注意事项#告之患者及家属颈部制动的意义*注意

颈部伤口出血)形成血肿#当颈部肿胀有增加趋势#即应告之医

生及时处理%$

&

&正确为患者止痛#当疼痛大于
*

分时#应立即

止痛处理%$

*

&减轻术后咽部不适#继续雾化吸入#口含润喉片#

并告之患者咽部不适属于术后反应#不用紧张#持续
%

"

*K

将

会好转#从而减轻焦虑情绪*

A

!

结
!!

果

本组
%))

例颈椎前路手术患者中
JH

例患者进行了护理干

预#并顺利完成了手术治疗#取得了明显的干预效果%另有
*

例

患者因压力太大主动放弃手术*

JH

例患者中术前有
%%

例患

者出现精神异常#进行护理干预术后无后遗症发生#

*

"

HK

后

好转%

*)

例患者有依赖情绪反应#经过护理干预后
*)

例依赖

情绪消失#患者均出院*

B

!

讨
!!

论

B'@

!

患者焦虑情绪原因分析
!

$

%

&患者恐惧全身麻醉#认为

全身麻醉后影响记忆#怕术后醒不来%$

&

&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

后会出现咽部不适#与术中牵拉和气管插管有关#疼痛严重者

影响吞咽#持续时间
*

"

HK

%$

*

&患者对疼痛和手术知识不正确

的认识#调查发现有
0)X

的患者#认为颈椎手术后会丧失劳动

力#不能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内置物长期在体内#引起机体功能

紊乱%$

*

&患者担心医药费较高%$

(

&陌生的医疗环境造成患者

的紧张#特别是患者怕陌生的手术室环境#一个人被送入手术

室#对那里一切感到陌生#产生紧张心理#有患者出现血压

增高*

B'A

!

护理干预的重要性和原则
!

手术是直接导致患者情绪波

动原因*患者焦虑)紧张情绪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直接影

响手术效果'

H

(

#医护人员应积极干预患者心理#减轻患者的紧

张情绪#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心理干预的护士必须具有丰富

的专科知识#沟通能力强才能达到好的干预效果*护士的语言

作用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故护士应具有很强的沟通技巧#以

便在与患者接触时表达相同意见#增加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

度'

H

(

*护士应该评估患者的情绪反应#了解产生原因#实施针

对性的心理疏导#适当的心理辅导和护理干预#更多地给予患

者精神上的呵护*护士应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文化背景#

采取不同的干预方式'

H

(

*经过心理干预的患者#如果效果不

佳#恐惧心理不能减轻#可以劝其放弃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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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转子间骨折是近端骨折中较常见的骨折#多发生于老

年人*因老年人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和微结构的破坏使骨的机

械强度明显下降#骨折愈合过程相对迟缓'

%:&

(

*股骨近端防旋

钉$

P7d;

&内固定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治疗股骨转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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