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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麻醉护理中采用预见性护理的临床效果观察 

王 璐，孙 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手术室麻醉护理中采用预见性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期间，

我院收治了 60 例需要实施手术的患者，将其当作本次实验的对象，在进行手术室麻醉护理时，将患者随机分配

为两组。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与实施预见性护理的研究组展开对比。比较两组患者的麻醉情况及心理状态。结

果 在手术室麻醉护理中采用预见性护理的效果更好，研究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也更好，P
＜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模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有效维持患者情况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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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anesthesia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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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anesthesia nursing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3 to October 2024, 60 patients requiring surgery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an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during anesthesia care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conventional care was used as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edictive care group was compared. The anesthesia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was better in the anesthesia 
nurs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index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was also bett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predictive nursing model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can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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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过程是进行手术操作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确保手术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个高质量

的麻醉效果以及在手术后能够迅速且平稳地苏醒，对

于提升手术的整体效果和减少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预见性护理[1]，作为一种

具有前瞻性的护理干预模式，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推

崇和应用。它通过提前识别和处理潜在的风险因素，能

够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和安全。将预见性护理应

用于手术室的麻醉护理工作中，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降

低麻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并发症。基于此，本研

究着重探讨了在手术室麻醉护理中实施预见性护理的

实践效果，旨在为提高麻醉护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和

实践指导，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 60 例需

要实施手术的患者，将其平分为两组，男性患者共计 33
例，女性患者共计 27 例。年龄抽取介于 22～69 岁之

间，平均测验值经求取为（37.35±2.15）；体重抽取介

于 65～81kg 之间，平均测验值经求取为（77.19±1.64）
kg。所有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实验具有可行性，

P＞0.05 具有可比性。患者入院后对病情有基础认识，

并对现有治疗方式、药物无过敏反馈，告知书已经签

署。 
纳入标准：（1）对本次实验知情、同意且自愿参

加；（2）主观意识清晰，理解能力正常；（3）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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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禁忌症。排除标准：（1）认知、视听功能以及精

神状态存在障碍；（2）治疗依从性差。 
1.2 方法 
本次实验采取分组对比方式进行。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包括对患者进行定时的体

温测量，仔细检查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就绪，准

备所需的麻醉药品，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协助医生摆放

患者至适当的体位。此外，护理人员还负责密切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指标，确保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安全和

舒适。 
研究组采取预见性护理措施：首先，在术前护理阶

段，护理团队会进行详尽的病情数据和资料的搜集工

作，以便制定出最适宜的护理方案。在手术的前一天，

护理人员进行术前访视，向患者详细解释麻醉的过程、

预期效果、以及手术后可能发生的感觉。通过这种方

式，不仅能够帮助患者减轻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还能有

效提升他们对手术的配合度。此外，护理人员还会确保

手术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保持在适宜的水平，并对使用

的液体进行加温处理，以避免患者在手术后发生低体

温。其次，在术中护理阶段，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预

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与患者进行深入的沟通。向

患者解释可能遇到的问题，予患者做好心理预设，根据

手术的类型，选择最合适的体位，并确保静脉通路的通

畅，同时动态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最后，术后护理阶

段，以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为例，患者可能会出现苏醒

延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需要密切监护患

者，在患者苏醒之前，需将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以促

进口鼻分泌物的排出，防止气道被堵塞。手术结束后，

护理人员进行术后访视，评估手术的效果以及患者的

恢复情况。如果患者在术后出现焦虑或抑郁等心理问

题，需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此外，由于大多数患者在均

存在手术切口，因此护理人员还需要关注可能出现的

疼痛和失眠等问题，以促进患者的全面恢复。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的具体麻醉情况，包括拔管时间、

苏醒时间、握拳时间、自主呼吸时间等指标。 
1.3.2 记录两组的心理状况。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 HADS）包含有焦虑量表（HADS-A），抑郁量表

（HADS-D）及总量表（HADS-T）。各分量表得分为

0～21 分，得分越高，情绪反应水平越高。0～7 分为

正常，8～11 分为轻度情绪障碍，11 以上为中度至重

度情绪障碍。总量表评分≥12分，提示显著精神症状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2.0 处理数据，t 的作用：检验计量资料，

即（ x ±s），χ2 的作用：检验计数资料，即[n（%）]。
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具体麻醉情况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拔管时间、睁眼时间、握拳时间、自

主呼吸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具体麻醉情况对比（ x ±s，min） 

组别 拔管时间 睁眼时间 握拳时间 自主呼吸时间 

对照组（n=30） 14.51±2.84 7.95±1.69 9.85±0.86 16.09±3.55 

研究组（n=30） 11.19±2.46 4.16±1.38 8.13±0.25 14.43±3.89 

t 4.663 4.309 5.143 4.863 

p ＜0.05 ＜0.05 ＜0.05 ＜0.05 

 
2.2 心理状况分析 
护理前，对照组的心理状态评分为（18.91±0.58），

研究组为（18.72±0.79）；经护理后，对照组的心理状

态评分为（10.86±0.14），研究组为（7.67±0.45）。对

比可知，试验组的数据更优，P＜0.05。 
3 讨论 
麻醉过程是手术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涉及

一系列有创的操作，这些操作不仅会对患者的生理状

态造成直接的影响，同样也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

直接的影响[2]。在使用麻醉药物时，由于药物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患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

反应[3]。因此，在麻醉干预之后，患者可能会出现与麻

醉相关的各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包括但不限于谵妄、

躁动等。这些麻醉并发症的出现不仅可能对手术的疗

效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对患者手术后的恢复过程造

成干扰，严重时甚至可能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因此

为了提高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将麻醉护理纳入手术流

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确保整个围术期的安全性，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障患者的生命

安全[4]。在传统的手术室护理实践中，通常情况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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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为患者提供的是一些基础的护理服务。这些操

作往往不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制，所以整体的

护理流程往往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就导致

了护理服务内容相对单一，护理流程的规范化程度也

相对不足[5]。这样的状况使得护理效果难以得到充分的

发挥，不仅难以满足患者对于高质量护理服务的需求，

而且在护理质量方面也仅仅能够达到勉强令人接受的

水平。 
鉴于此，如何提高手术室麻醉护理的质量已经成

为临床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且经过大量临床数

据探讨，我们发现引入预见性护理方式，不仅可以有效

地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而且对于提升麻醉效果和增

强手术过程的安全性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6]。   
总体来看，由于手术室内的护理操作内容非常广

泛，因此需要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来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计划。预见性护理方式的运用，能够积极地

对与麻醉相关的并发症进行预防[7]。且通过运用预见性

的形式，开展多种麻醉护理，可以根据患者潜在的风险

以及多种风险因素，进行个性化的护理，从而显著地降

低了不良事件出现的风险[8]。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也进一步验证了在预见

性理念指导下的手术室麻醉护理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这种护理方式的核心在于其前瞻性的特点，它强调在

问题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具备了显著的预

防性优势[9]。在预见性理念的指导下，护理工作更加个

性化，我们也能够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采

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这种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法能够

有效地减少护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确保患

者在麻醉过程中的安全[10]。通过根据相关的风险因素

进行定制化的护理，也可以极大地提高麻醉操作的效

率，从而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 
综上，将预见性护理服务方式应用于手术室麻醉

护理中，不仅能够降低麻醉过程中的风险，还能够显著

提升手术和麻醉的整体安全性，有助于加速患者的康

复进程、缩短住院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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