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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护理标识在泌尿外科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2年5月至2014年

4月于我院泌尿外科住院治疗的83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41例和对照组42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泌尿外科安全

管理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护理标识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安全教育时间及

意外拔管情况，并评价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意

外拔管率为2.4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95.12%，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69.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标识在泌尿外科护理安全管理中作用显著，可提

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增加患者的安全感，降低意外情况发生，整体提高护理的效果，适合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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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患者对药品的安全要

求、设备的安全系数及安全管理更加重视，这些工作都

与护理安全管理息息相关[1]。护理标识是一种简单而

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法，它通过设置一些简单、常用的颜

色和图案给予患者更多的信息，降低患者的盲目性，医

护人员均能有效的实施[2]。本文结合自身医院的泌尿

外科患者的实际，进一步探讨护理标识在泌尿外科护

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5月至2014年4月

于我院泌尿外科住院治疗的83例患者。所有患者均

明确诊断，同时排除合并有精神方面疾病、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严重心力衰竭等影响本研究的患者。根据

护理干预的不同，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41 例，男性 24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1~68 岁，平均

(47.3±6.7)岁；病程0.4～6年，平均(2.1±0.9)年；膀胱结

石 15例，前列腺增生 10例，肾结石 2例，输尿管结石

14例。对照组42例，男性25例，女性17例；年龄21~

66岁，平均(46.9±7.1)岁；病程0.4~5年，平均(1.9±0.8)

年；膀胱结石 16例，前列腺增生 9例，肾结石 3例，输

尿管结石 14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病种类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泌尿外科安全管理

的常规护理，主要包括：①24 h观察患者的体温、呼吸

状态、血压等变化情况，将其数据详细记录，做好交接

班；②根据患者的病症情况做好引流管的相关护理工

作，包括膀胱冲洗等；③严格控制患者治疗过程中的

不良反应，提前做好应急方案；④为患者制定相应的

饮食和康复锻炼计划，叮嘱患者及其家属严格执行；

⑤根据患者的情况定期开展安全教育讲座和心理辅

导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护理标识护

理。主要包括：①护理级别的标识：根据患者的病情

症状情况，给予患者不同颜色的手腕和衣服，例如红

色代表患者有药物过敏史需要一级以上的护理；②药

物安全标识：同样对于不同危险度的药品给予不同颜

色的标识，且在药物旁边标上药物的用途、服用方法

及安全用药建议等信息；③患者安全标识：在护理换

药或者其他不在患者身边的情况下，患者及家属严格

遵循床边的安全标识，该标识需要表明患者在病床上

的合理动作和危险动作，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采

取防止坠床等措施来保护患者；④消毒安全的标识：

严格区分未消毒和已消毒的物品，为患者提供更加良

好的养病环境；⑤用氧安全标识：区分满瓶和空瓶氧

气，在供氧的器械边给予安全使用供氧装置的详细信

息，便于患者及其家属安全适时用氧；⑥输血安全标

识：对于病症较重的患者，为其制定合适的输血计划

置于输血器械边，详细说明安全输血的程序等信息，

将与患者血型相同的血样置于显著位置，便于提醒患

者；⑦导管安全标识：使用不同颜色标识安全系数不

同的导管，如红色标识为高危导管。另外还有环境标

识、饮食标识及其他仪器使用方法标识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安全教育时间及意外拔管情况，评价患者对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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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情况。满意情况的判定标准参考我院具体的

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调查评分表，总分20分，其

中 17~20 分为满意，12~16 分为基本满意，12 分以下

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

患者的依从性评分为(3.9±1.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1±1.1)分，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29，

P=0.003)。

2.2 两组患者发生意外拔管情况比较 观察组

患者出现1例意外拔管，拔管率为2.44%，对照组患者

出现 7例意外拔管，拔管率为 16.67%，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4.820，P=0.028)。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

的满意度为95.12%，对照组为76.19%，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9.530，P<0.05)，见表1。

3 讨 论

泌尿外科围手术期的患者病情均比较复杂，稍有

不慎，很容易引起病情进展而影响治疗，故临床的安

全护理包括药物安全使用、输血要求、导管使用及用

氧安全要求均比较高[3-4]。一般常见的意外和风险大

部分是由于患者的认知较低造成的，由于患者对于医

疗护理安全认识的薄弱，容易引起安全隐患，因此对

患者认知的进一步提高非常有必要[5]。患者的认知

来源于日常护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逐

渐意识到护理工作对自身疾病康复的重要性，通过合

适的护理安全管理，患者能够更多了解疾病本身的康

复方法，避免不安全因素[6]。

护理安全管理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直接影响着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和安全感等

因素 [7]。其中护理标识是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之一，可以较好地保证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安全、促进

护理工作有效快速的开展，提高整体护理质量[8]。对

于护理标识本身的内容同样非常简单，主要就是通过

一些简单常用的文字和图案给予患者护理过程中所

用药物、所使用设备及意外情况等不同内容的特征描

述，随着患者对护理工作熟悉度的提高，心理负担降

低，安全感增加，更加积极配合治疗，提高疗效。本文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

照组，说明患者对护理工作取得了很好的配合，也缩

短了患者安全教育的时间，同时提高了治疗效率。此

外观察组意外拔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护理安

全管理工作起到相当效果，患者可以有效配合，减少

意外事件的发生。最后对于医疗护理的综合满意度

也较高，缓解了医患矛盾，也赢得了患者信赖。

护理标识虽是一项小举措，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发

现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杨芹 [9]在她的研究中也

发现护理标识应用于护理安全管理临床效果确切，能

够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与本次研究结果类似，说明该项方案可以在临床

科室中广泛开展。

综上所述，护理标识在泌尿外科护理安全管理中

作用显著，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降低意外情况

发生，预防风险，整体提高护理的效果，提高有效率，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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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41

42

满意

24(58.54)

18(42.86)

4.340

0.037

基本满意

15(36.58)

14(33.33)

0.100

0.756

不满意

2(4.88)

10(23.81)

9.530

0.002

总满意度(%)

95.12

76.19

9.530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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