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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路径在急诊颅脑损伤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及满意度评价 

李启娟 

（六安市叶集区人民医院手术室） 

摘要：目的：探究手术室护理路径在急诊颅脑损伤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03 月~2022
年 03 月期间收治的 9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急诊抢救期间护理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常规组和研究组各 46 例，常规组患者
入院后积极开展急诊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开展手术室护理路径干预，观察两个组别急诊抢救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抢救成功率及护理质
量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患者急诊抢救时间与常规组患者比较，明显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抢救成功率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
对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进行统计，研究组统计结果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手术室护理路径能够缩短患者急诊抢救时间，降低
患者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抢救成功率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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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急诊科常见急危症，病情严重程度轻重不一，病情变

化迅速，致残率及死亡率较高，快速且有序的对患者进行诊断及急救
处理，可有效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临床护理
路径作为一种高效的护理模式，在各科室的治疗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1]，本位选取 9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对手术室护
理路径在急诊颅脑损伤手术中的应用效果展开探究，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急诊科 2020 年 03 月~2022 年 03 月期间收治的 92 例重

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对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依据
急诊抢救期间护理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常规组和研究组各 46 例，
常规组（男 26 例，女 20 例）患者年龄 18~62（37.94±4.05）岁，受
伤原因：交通事故 19 例，重物击打 16 例，高空坠落 3 例，其他 8
例；研究组（男 27 例，女 19 例）患者年龄 19~60（38.17±4.34）岁，
受伤原因：交通事故 21 例，重物击打 15 例，高空坠落 4 例，其他 6
例，两组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平衡性良好（P>0.05）。 

1.2 护理措施 
常规组患者入院后积极开展急诊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包括心电监

护、病情监测、急救处理、吸氧、建立静脉通路输入药物、吸痰、气
管插管、备皮、送入手术室等。 

研究组患者开展手术室护理路径干预：①成立专门的急诊手术室
护理路径干预小组，手术医师、巡回护士、麻醉医师、洗手护士结合
急诊科实际情况，经过循证处理后以时间顺序为横轴，以术前、术中、
术后的护理措施为纵轴，制定重型颅脑损伤手术配合护理路径表。②
内容：入院前对患者的实际病情做出准确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施
相应的抢救措施；开通绿色通道，患者入院前 5min 准备好必要的抢
救仪器及药品等；入院后先对患者进行抢救，挂号工作而后由其他护
理人员指导家属完成；入院后 15~20min 内：快速完成患者的入院评
估，在医生及护士的严密护送下完成患者 CT 等相关检查工作，监测
患者病情，为患者佩戴手腕带，对伤口进行处理，建立静脉通路，保
持呼吸道通畅，需要呼吸支持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留置导尿管，采
集检验标本，交叉配血，认真填写患者的抢救记录及路径表。入院后
30~40min 内：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邀请相关科室（神经外科、骨
科、外科等）医生会诊并制定治疗方案，根据手术方案做好术前准备
工作，安排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抢救期间，护理人员将患者的病情、
抢救情况及时传达给患者家属，做好家属的心理安抚工作。③由 1
名辅助护士负责检查护理落实情况，相关护理工作完成后，序号上以
“√”进行标记，执行护士前面。抢救过程中，患者若出现特殊情况，
护士要在变异项中填写并签字。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个组别急诊抢救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抢救成功率及护理

质量满意度。 
1.4 数据处理 

SPSS23.0 软件对研究结果展开规范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c
±S ）差异性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差异性使用c2 检验。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为 P<0.05。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急诊抢救时间与常规组患者比较，明显更短，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抢救成功率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
数 

急诊抢救时间
（min） 

并发症发生率
（%） 

抢救成功率
（%） 

常规组 46 48.62±12.44 16（34.78） 38（82.61） 
研究组 46 35.71±10.39 7（15.22） 44（95.65） 

t/c2  5.402 4.698 4.039 
P  0.001 0.030 0.044 

2.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比较 
对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进行统计，研究组统计结果显著高于

常规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常规组 46 22（17.83） 15（32.61） 9（19.57） 37（80.43） 
研究组 46 34（73.91） 10（21.74） 2（4.35） 44（95.65） 
c2     5.060 
P     0.024 
3.讨论 
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死率据各类创伤的首位，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

安全，抢救必须争分夺秒，抢救越及时，预后越好[2]。应用手术室护
理路径对急诊颅脑损伤患者进行干预，将繁杂的护理工作内容进行梳
理和整合，以时间为横着，护理干预措施为纵轴形成阶梯式操作流程，
指导护理人员按照路径表有预见性的、主动性的进行护理操作，护理
人员能够明确自己的职责，尽快采取护理措施，有效缩短患者急救时
间，预防护理工作中的疏漏和失误[3]，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路径能够缩短患者急诊抢救时间，降低患
者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抢救时效性及成功率，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患者满意度更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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