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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功能得到恢复和日常生活能力尽快提高。 

3．4 本文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音乐联 

合 HBO治疗，在功效上起到了互补和加强。因为 

HBO治疗可通过提高体内5一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 

的浓度达到治疗 PSD的目的；可阻断和防止神经细 

胞的进一步损害，有助于受损脑组织的修复和神经 

功能改善，利于 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音乐治疗同 

样可促进体内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从 

而对治疗PSD起协同作用；还可提高皮层神经的兴 

奋性，活跃和改善情绪状态，利于平定心境，改善抑郁 

情绪。因此，观察组上述评分明显好于对照组(P< 

0．01)。说明音乐疗法联合 HBO治疗 ，对 PSD的综 

合康复有较好效果，可明显改善抑郁症状，有效促进 

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和提高 日常生活能力，对改善预 

后，降低残疾和功能障碍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刘桂花，程 立．高压氧联合心理干预及舍曲林治疗脑卒中后抑 

郁状态的疗效[J]．中国实用医刊，2012，39(5)：13—15． 

2 万志荣，杨 静，贾伟华，等．百忧解联合高压氧治疗卒中后抑郁症的 

临床疗效[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12，11(8)：628-630． 

3 中华医学会精神分会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 

[M]．第 3版．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87． 

4 刘向阳，王松烨，刘家梅．高压氧联合舍曲林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 

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1，14(7)：83—84． 

5 炎 彬，邢东明，孙 虹，等．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脑内不同神经核 

团单胺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变化[J]．中国药理学通报，2O03，19 

(11)：1264—1269． 

6 许立民，孔 磊，肖 泉，等．高压氧条件下无阻力气管套管给氧 

对重型颅脑损伤并肺部感染患者的影响[J]．中国l临床新医学， 

201I，4(9)：819—823． 

7 李温仁，倪国坛．高压氧医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98—303． 

8 潘晓波，赵慧彬．高压氧联合心理干预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疗 

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9(9)：1054—1055． 

9 林香玉，王丽华，黄美风，等．高压氧对急性脑梗死后抑郁症的疗 

效分析[J]．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2010，17(3)：165— 

167． 

1O 宋献丽，许立民，樊秋萍，等．高压氧综合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观 

察及护理体会[J]．中国临床新医学，2011，4(7)：666—668． 

11 沈 靖．音乐治疗及其相关心理学研究述评 [J]．心理科学， 

2003，26(1)：176—177． 

12 李 祚，赵鸿君．音乐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及机理初探[J]．中 

国民间疗法，2004，12(1)：34—36． 

[收稿日期 2015—04一叭][本文编辑 韦所苏] 

PDCA循环在提高手术器械完好率及术中 

安全使用的体会 

吴耀娟， 雷春芳 

作者单位：537100 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作者简介：吴耀娟(1989一)，女，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护师，研究方向：手术室护理。E—mail：597863931@qq．eom 

通讯作者：雷春芳(1963)，女，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手术室护理。E—m~1：2751704178@qq．com 

[摘要] 目的 总结PDCA循环在提高仪器完好率及术中安全应用的体会。方法 对 120例腹腔镜下 

宫外孕手术治疗患者中双极电凝完好、术中安全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依据PDCA循环进 

行质量改进。实施 PDCA循环后，再次评估 120例腹腔镜下宫外孕手术治疗患者中双极电凝完好、术中安全 

使用的情况。结果 (1)实施 PDCA循环后双极电凝出现故障次数少于实施前；手术医生满意度、麻醉医生 

满意度均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PDCA循环实施后解决故障时间、患者手术时间短 

于实施前，术中出血量少于实施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DCA循环使双极电凝出现故障 

次数及术中出血量减少，解决事故及手术时间明显缩短，并且外科医师和麻醉医师对手术室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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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腹腔镜手术以其创伤小、 

切口愈合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在外科手术治疗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腹腔镜手术中，仪器、器械是否 

完好、能否安全使用是手术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所 

在。我院对在腹腔镜治疗宫外孕手术中双极电凝出 

现故障不能正常使用这一问题进行 PDCA质量持续 

改进，获得良好的效果，并得到了手术医生及麻醉医 

生的称赞。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就我院在腹腔镜治疗宫外孕手术 

中，双极电凝不能正常使用这一问题，进行 PDCA质 

量持续改进。随机抽取实施PDCA前我院2014-06～ 

2014—10行腹腔镜宫外孕手术治疗的患者 120例作为 

对照组，2014．11—2015-02实施 PDCA后，再随机抽 

取 120例行腹腔镜宫外孕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试验 

组。观察并记录行 PDCA循环前后双极电凝出现故 

障次数、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问卷调查手术医 

师及麻醉医师对手术室手术器械完好及使用情况的 

满意度，各发出120份问卷，回收240份，问卷回收 

率为 100％，答卷有效率 100％。评价标准：调查表 

中每个问题均有五个选项，其中非常满意 5分，较满 

意4分，满意 3分，不满意 2分，非常不满意 1分。 

手术医师问卷达到 l8分及以上的为满意，低于 l8 

分的为不满意；麻醉医师问卷达到15分及以上的为 

满意，低于 15分的为不满意。 

1．2 方法 应用 PDCA循环法 

1．2．1 计划(P) 就我院妇科医师术中不能正常 

使用双极电凝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找到以下原因： 

(1)医师的不规范操作，双极电凝在术中只能用来 

夹取组织起到凝血的作用，但是手术医师在术中为 

了节省时间经常用双极电凝来分离组织，容易把双 

极电凝前端弄坏而不能达到止血作用。(2)双极电 

凝配线用久了容易老化，而且手术过程中不断更换 

位置牵拉电凝配线引起 内部接触不 良甚至断裂。 

(3)仪器维修人员对仪器巡检保养不到位，护士在 

拿电凝配线时随机拿，没有确保配线是否能正常使 

用。(4)洗手护士在装配电凝与配线接头时没有装 

到位，不能有效地形成通路，起不到止血效果。(5) 

台下负极板没有连接好引起仪器报警不能使用。 

(6)仪器本身精密度高，使用频率高，容易损坏。 

1．2．2 执行(D) 针对找出的原因，我们仪器设备 

小组进行讨论，提出了以下的整改措施：(1)联系厂 

家工程师对全科护理人员以及外科医生尤其是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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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重新进行仪器、器械的培训，包括正确安装器 

械、术中正确地使用双极电凝及常见的仪器故障处 

理等，考试合格人员方能使用仪器。(2)在手术开 

始前，由科室的技术维修人员对电凝配线进行电流 

通路的检测，合格了才配送到各手术间使用。(3) 

洗手护士提前上台，检查器械的完好性并连接好电 

凝跟配线的接头，同时与巡回护士共同检测确保电 

凝可以完好使用。(4)医师在使用电凝的过程中如 

果不能正确使用，护士应提醒医师，共同来做好电凝 

的安全使用。(5)专用于妇科的手术间安排一位主 

管护师定期进行巡查，出现问题时及时协助解决。 

(6)在仪器旁悬挂或者粘贴仪器正确的操作规程及 

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以便非专科人员或者低年资 

不常用仪器人员能够随时查看，遵循操作规程。 

(7)为了防止电凝配线或者器械在使用过程中突然 

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使用而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在 

手术间多配备一套电凝配线及电凝器械。 

1．2．3 检查(C) 护士长每天不定时到手术间询 

问双极电凝的使用情况，调查妇科医师跟麻醉医师 

对仪器、器械的满意度。随机抽查护士对电凝安装、 

故障处理的熟悉程度。 

1．2．4 效果评估(A) 仪器正常使用的评价。根 

据仪器出现故障次数、解决故障时间、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及手术医师和麻醉医师对手术室的满意度 

等六个方面作为评价效果的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元±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各项手术指标比较 实施PDCA后试验 

组各项手术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l。 

表 1 两组各项手术指标比较[ ，(i±s)] 

组别例数双餐蛊 蠹现 i障n)术 当 量 i时n)间 

2．2 两组医师满意度比较 实施 PDCA后，试验组 

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对手术室的满意度均高于实施 

PDCA前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 

见表 2。 



· 1094· 

表2 两组医师满意度比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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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手术室是医院对患者实施检查、诊断、手术治 

疗的重要场所，是救死扶伤的主战场，也是存在安全 

隐患的高危科室⋯。医院手术室内仪器设备高度 

集中，精密度高，专科性强，因此做好手术室仪器设 

备的管理维护及安全应用是手术室护理管理的重要 

项目与内容 J。PDCA循环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医 

院管理的一种标准化、程序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 

通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4个阶段反复循环，促进 

工作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以达到预设的目标 。我 

们将PDCA循环法的质量管理程序应用于手术室术 

前、术中、术后护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PDCA循 

环模式应用于围手术期的护理质量管理中，将质量 

管理从简单的事后控制转为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价 

的系统管理过程，从而使护理质量持续提高 J。本 

研究发现通过 PDCA循环护理可以提高手术医生及 

麻醉医生对手术室手术器械完好和使用情况的满意 

度。通过问卷调查，手术医师对手术室护士在 PD— 

CA循环护理后准备的体位用物、协助摆放体位；提 

供的仪器设备；提供的器械是否完好；所需要的特殊 

耗材及时提供；手术配合的熟悉程度；了解手术医生 

个人特殊爱好，配合默契六个方面的满意度得到了 

提高。麻醉师对手术室护士在诱导麻醉时能正确给 

麻醉师配药；全麻插管或者腰麻时，护士能熟练配合 

摆体位；麻醉时间、术后复苏时间缩短；病人复苏期 

间手术室护士的配合程度；手术护士的工作状态，配 

合熟悉程度五个方面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 

3．2 手术室护理管理与病人的手术安全息息相关， 

任何疏忽大意或者差错都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J。 

假如因为手术仪器中途出现故障而影响到手术操 

作，可能会对病人造成不可逆性损害。叶卉 探讨 

PDCA循环法对手术器械的管理效果，发现运用 PD． 

CA循环管理法后，能有效确保外来手术器械使用安 

全，从而保证手术质量，减少医院感染，其中器械有 

效验收率由59．90％升至 100．00％，术后器械去向 

明确率由85．90％升至99．80％，术后器械遗失率由 

3．87％降至 0．21％。咸春静等 报道应用 PDCA 

循环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手术器械的故障率，使手术 

医师能更安全、放心地进行手术。实践表明，应用 

PDCA于手术室仪器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手术仪器 

的管理效率，降低出错率，减少仪器故障等，为手术 

的成功提供有力的前提保障 J。手术时间的长短 

及术中出血量的多少对外科手术有着重要意义。吴 

东波等 报道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有利于患 

者胃肠功能恢复。开展腹腔镜联合胆道镜保胆取石 

术时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可使患者术后创伤 

小、效果好并安全可靠_】 。我们应用PDCA循环护 

理可以使手术室护士更加细心、用心地工作，快速、 

认真、准确地完成本职工作。应用 PDCA循环能够 

有效降低仪器出现故障的次数，减少仪器维修的经 

济费用，可延长仪器使用年限，又避免了仪器设备因 

周转不灵而影响手术的安排和开展，缩短解决仪器 

故障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缩短了手术时间 

及减少术中出血量，使患者真正的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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