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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精细化护理对手术室护理效果及患者心理状态、满意度的影响 

顾 萍 

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探讨 6S 精细化护理对手术室护理效果及患者心理状态、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手术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 6S 精细化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术后功能恢复程度、护理满意度、生活质

量以及康复指数。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功能恢复程度、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以及康复指数优于对照组，SAS、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6S 精细化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和手术配合度，改善患

者心理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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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6S refined nursing on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operating room,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Ping Gu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6S refined nursing on the nursing effect in the operating room,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Methods Sixty surgical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6S refined nursing care.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recovery degree,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rehabilitation index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recovery 
degree,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rehabilitation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6S 
refined nurs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and surgical cooperation, improv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enhanc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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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医院的重要部门，其护理质量直接关

系到手术效果和患者安全。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日益提高，传统的手术室护

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医疗的要求[1]。6S 精细化护理

模式起源于企业管理中的 6S 管理理念，包括整理

（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
素养（Shitsuke）和安全（Safety）[2]。其核心在于通过

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近年

来，6S 管理模式逐渐被引入医疗领域，并在护理实践

中展现出显著优势[3]。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6S精细化护理模式与常规护

理模式，分析其对手术室护理效果、患者心理状态及满

意度的影响，具体研究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手术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25~54
岁，平均年龄为（36.91±3.29）岁。观察组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26~53 岁，平均年龄为（36.78±3.14）岁。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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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术前进行健康教育，指导禁食禁饮；术

中监测生命体征，确保无菌操作；术后观察切口情况，

预防感染，指导早期活动；提供疼痛管理，心理支持，

促进康复。 
1.2.2 观察组 
6S 精细化护理： 
（1）整理（Seiri）：对手术室内的物品进行分类

整理，清除不必要的物品，确保手术环境整洁有序。根

据手术需求合理配置手术器械和设备，避免资源浪费

和操作干扰。术前核对患者信息、手术部位及所需器

械，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2）整顿（Seiton）：将手术器械、药品和耗材按

使用频率和功能分类，定点放置，方便取用。使用标签

和颜色标识明确物品位置和用途，减少寻找时间，提高

工作效率。制定并实施标准化的手术流程，确保每一步

操作规范、高效。 
（3）清扫（Seiso）：手术前后对手术室进行全面

清洁，包括地面、墙面、设备和器械，确保无菌环境。

定期检查和维护手术设备，确保其正常运行，减少术中

故障风险。严格按照医疗废物处理规范，分类处理手术

废弃物，防止交叉感染。 
（4）清洁（Seiketsu）：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

包括手卫生、穿戴无菌衣和手套，确保手术过程无污

染。定期监测手术室空气质量，使用空气净化设备，保

持空气洁净。术后对手术室进行彻底消毒，包括器械、

设备和环境，确保下次手术安全。 
（5）素养（Shitsuke）：定期开展 6S 精细化护理

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操作技能。 强化手

术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手术过程流畅高

效。术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包括手术流程、术后注

意事项等，增强其配合度和信心。 
（6）安全（Safety）：术前核对患者信息，确保手

术部位正确；术中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术前检查手术设备功能，确保其正常运行，

避免术中故障。制定并演练手术室应急预案，确保在突

发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问题。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术后功能恢复

程度、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以及康复指数。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心理状态、术后功能恢复程度、

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过护理，观察组术后功能恢复程度、护理满意度

均优于对照组，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以及康复指数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以及康复指数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心理状态、术后功能恢复程度、护理满意度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术后功能恢复程度（分） 护理满意度（分） 

观察组 30 27.72±2.92 21.45±2.81 85.65±1.45 95.53±2.14 

对照组 30 29.11±3.03 25.95±2.85 83.15±2.41 92.86±2.36 

t - 4.050 7.111 4.869 4.59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以及康复指数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康复指数 

观察组 30 26.37±2.81 26.97±3.38 25.97±2.08 94.33±3.15 

对照组 30 23.82±2.82 23.21±2.93 22.71±2.33 91.36±2.61 

t - 3.508 4.604 5.717 3.977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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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手术患者因疾病或创伤导致身体功能受限，术后

可能出现疼痛、感染等并发症。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恐

惧、抑郁等情绪，主要源于对手术风险的担忧、对术后

恢复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医疗环境的陌生感[4]。这些心理

问题不仅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还可能降低其治疗依

从性，延缓康复进程。因此，给予患者护理干预具有重

要的必要性，护理干预不仅是医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提升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 
6S 精细化护理旨在通过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提

升护理质量和效率。在手术室护理中，6S 精细化护理

通过优化手术环境、规范操作流程、强化团队协作和提

升护理人员职业素养，显著提高了手术室的管理水平

和护理质量[5]。具体而言，整理和整顿使手术室物品分

类明确、定位清晰，减少了术中寻找物品的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清扫和清洁确保了手术环境的无菌和整

洁，降低了感染风险；素养和安全则通过培训和标准化

操作，提升了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安全意识，保障了

患者的手术安全。对患者心理状态而言，6S 精细化护

理通过术前健康教育、术中密切监测和术后个性化护

理，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例如，术前详

细解释手术流程和注意事项，帮助患者了解手术过程，

减少对未知的恐惧；术中通过规范的操作和团队协作，

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增强患者的安全感；术后提供疼痛

管理和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术后恢复过程。

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增强了其对

治疗的信心和依从性[6-7]。在护理满意度方面，6S 精细

化护理通过提供高效、安全、人性化的护理服务，显著

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8]。例如，手术室环境的整洁和有

序、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沟通能力、术后康复指导的

个性化服务，都让患者感受到被重视和关怀。研究表

明，实施 6S 精细化护理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显

著提高，表明其对护理服务的认可和肯定。 
综上所述，6S 精细化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不仅优

化了管理流程，提升了护理质量，还通过缓解患者心理

压力、提高治疗依从性和增强护理满意度，为患者提供

了更加优质、安全的护理服务。这种模式在改善患者就

医体验、促进术后康复和提升整体医疗质量方面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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