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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化课程的心血管手术室亚专科护理培训

赵晶,高兴莲,王曾妍,赵诗雨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标准化课程的心血管手术亚专科护理培训的效果。方法
 

将48名在心血管手术区轮转的手术室护士按照培

训时间分为对照组23人,观察组25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通科理论授课+手术基础操作示范的培训方式。观察组按照先天性

心脏病、成人心脏病、大血管疾病、微创心脏外科和终末期心肺疾病5个亚专科制订亚专科培训标准化课程模型并实施培训。轮

转结束时比较两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医生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医生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
0.01)。结论

 

基于标准化课程的心血管手术亚专科培训可提高培训护士的理论及操作技能,提高医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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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
 

standardized
 

curriculum
 

based
 

sub-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
 

of
 

nursing
 

care
 

during
 

cardiovascular
 

surgery
 

for
 

operating
 

room
 

nurses.Methods
 

A
 

total
 

of
 

48
 

operating
 

room
 

nurses
 

having
 

a
 

rotation
 

in
 

the
 

cardio-vas-
cular

 

surgery
 

block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2
 

training
 

periods.The
 

control
 

group
 

(n=23)
 

receiv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general
 

theory
 

teaching
 

+
 

demonstration
 

of
 

basic
 

operating
 

room
 

nursing
 

techniques.The
 

intervention
 

group
 

(n=25)
 

was
 

subjected
 

to
 

a
 

standardized
 

curriculum
 

based
 

sub-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
 

in
 

which,
 

standar-
dized

 

curricula
 

were
 

built
 

for
 

the
 

5
 

sub-specialtie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dult
 

heart
 

disease,
 

macrovascular
 

disease,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surgery
 

and
 

end-stage
 

cardiopulmonary
 

disease).At
 

the
 

end
 

of
 

the
 

block
 

rotation,
 

the
 

results
 

of
 

knowledge
 

exam,
 

and
 

skill
 

exam
 

in
 

the
 

2
 

groups,
 

as
 

well
 

as
 

before-after
 

difference
 

in
 

surgeon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knowledge
 

exam,
 

and
 

skill
 

exam
 

than
 

the
 

controls;
 

surgeon
 

satisfaction
 

saw
 

significant
 

im-

provement
 

from
 

before
 

(P<0.01
 

for
 

all).Conclusion
 

The
 

standardized
 

curriculum
 

based
 

sub-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
 

of
 

nursing
 

care
 

during
 

cardiovascular
 

surgery
 

not
 

only
 

improves
 

operating
 

room
 

nurses'
 

knowledge
 

and
 

skill
 

levels,
 

but
 

also
 

improves
 

the
 

sa-
tisfaction

 

of
 

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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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是对患者进行手术诊疗与急救的重要场

所,传统的手术室护士仍然是一专多能,而非固定在

某一专科领域。医学亚专科建设的目的是充分发挥

人才特点,形成专病、专治和专家型专业组,实现精

准治疗疾病[1-4]。随着临床手术亚专科学科的发展,
传统手术室专科化护理培训已不能满足外科手术精

准治疗发展的需求[5-6]。心外科手术患者病情复杂、
手术难度大、术中突发状况多,需要手术室护士具备

精湛的手术配合技术及快速应变能力,其亚专科的

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鉴于此,我科构建标准化课程

针对心血管手术亚专科培训,取得较好的效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轮转心脏

外科专科组的23名护士作为对照组,2019年6月至

2021年5月轮转心脏外科专科组的25名护士作为观

察组。两组学历均为本科,其他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1。两组轮转时间均为2年。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层级(人)

N4 N3 N2
对照组 23 4 19 34.50±3.45 2 10 11
观察组 25 3 22 33.51±3.21 2 11 12
统计量    χ2=0.014 t=1.030 Z=0.034
P    0.905 0.308 0.972

1.2 方法

1.2.1 培训方法

1.2.1.1 对照组 入科前由教学护士长及专科组长

制订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由取得中华护理学会手

术室专科护士证书并在本专科轮转2年以上的主管

护师对专科成员进行培训。每月组织理论培训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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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演示各1次,理论培训2学时,操作演示4学时。
培训内容包括心脏外科手术、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
湿性心脏病手术、心脏大血管手术、微创心脏外科手

术、终末期心脏病手术基本知识及手术配合技能。操

作演示环节包括专科手术器械的辨识及清洗打包灭

菌方法,专科仪器设备的操作流程及日常维护保养

等。同时,针对专科开展的新业务新技术通过工作坊

模式对专科成员进行周末集中培训。
1.2.1.2 观察组

由手术室总护士长、分管教学的护士长、专职教

学老师以及心血管外科专科组长带领专科组成员共

同构建标准化课程模型并实施培训,分为准入评价、
培训内容、实境培训安排及效果评价4个方面。
1.2.1.2.1 准入评价 基于对照组通科培训方法和

老师设置方法基础上,建立亚专科护理小组。以问卷

星形式调研小组成员的亚专科选择意愿,结合护士层

级进行梯队搭配,分为先天性心脏病、成人心脏病、大
血管疾病、微创心脏外科和终末期心肺疾病5个亚专

科护理小组。授课者资历与对照组相同。
1.2.1.2.2 培训内容 理论与操作培训时间、频次

同对照组。①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院手术医

生的习惯建立每个亚专科手术的巡回配合和器械配

合标准化流程,并经每组手术医生及总护士长审核后

对全体组员进行理论培训。具体课程内容见表2。
②制订心血管外科综合及亚专科技能操作演示内容,
包括心外科综合疾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脏大血管病、
微创心脏外科、终末期心肺疾病5大类19项操作。
③除现场演示外,录制操作演示视频,供小组成员观

看。成员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进行线上巩固

学习。④由专科组长组织各亚专科护理组成员撰写

专科临床实践工作手册初稿,初稿上交后各亚专科护

理组成员交叉审稿,经护士长及临床医生审稿后排版

定稿。内容涵盖各亚专科介绍、涉及的器械、仪器及

铺单包、专科用物、专科器械台摆放规范、专科手术间

整理规范、常见专科手术类别与局部解剖、常见手术

配合、新技术手术配合、专科护理特色、专科仪器设备

使用与维护、专科工作坊、专科护理查房范本、专科疑

难病例讨论范本、专科教学计划与方案、专科考核内

容与评价等方面。制定成册,分发给每位专科组成

员,让大家随时学习。
1.2.1.2.3 实境培训安排 小组成员按照5个亚专

科组进行轮转,每个亚专科组轮转4个月,最后4个

月机动安排。
1.2.1.2.4 效果评价 增设专科出科教学答辩。每

位亚专科组成员在即将结束本亚专科轮转时进行出

科教学答辩。被考核者自行选择1个病例,根据自己

的巡回或器械配合进行8
 

min
 

PPT教学汇报。参与

人员包括亚专科组所有成员。答辩评委为总护士长、
教学护士长、专职教学老师与专科组长。从教学态

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4个方面进行评

价,最后根据被考核者的教学汇报进行提问,综合成

绩分优、良、中、差4个等级。
表2 心血管亚专科培训内容

亚专科类别 培训内容

先天性心脏病 潜伏发绀型: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心
内膜垫缺损和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手术护理流程

发绀型:法洛四联征和大动脉转位手术护理流程

无发绀型:肺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狭窄和主动脉缩窄手

术护理流程

成人心脏病 瓣膜病手术护理流程

冠心病手术护理流程

再次心脏手术手术护理流程

心脏大血管病 DeBakey一型手术护理流程

DeBakey二型手术护理流程

DeBakey三型手术护理流程

侧支体外循环建立护理流程

人工血管的辨识

微创心脏外科 小切口心脏手术护理流程

介入心脏手术护理流程(成人、小儿)
机器人心脏手术护理流程

终末期心肺疾病 心脏移植手术护理流程(成人、小儿)
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护理流程

DCD外出取心用物快速准备(成人、小儿)

1.2.2 评价方法 ①理论知识考核。比较两组成员

2年轮转结束时的出科理论成绩。理论考核试题从

专科题库随机抽取,试卷由教学护士长、专职带教老

师及专科组长统一命题并审定。满分100分。由教

学护士长及专科组长监考。②操作技能考核。对照

组操作考核包括心外科手术器械的辨识、心外科微创

器械清洗打包及灭菌方法、心外科仪器设备的操作流

程及日常维护保养、心外科手术各类缝线的对应使用

范围及台上管理、建立体外循环的流程配合、心脏死

亡后器官捐献外出取心用物快速准备6项。小组成

员每人以抽签方式考核2项,由2名监考老师在小组

成员的工作实境中进行随机移动考评。观察组在对

照组考核的操作项目中随机抽取1项,再在亚专科操

作中随机抽取1项进行考核。考核方法同对照组。2
项操作均取平均分,满分100分。③医生满意度。比

较两组成员轮转该专科时的医生满意度。每一组亚

专科选择同一教授组医生进行调查,在每台手术结束

后从手术配合熟练度、手术技能配合速度、应急处理

能力及医护沟通协作能力4个方面对被考核者进行

评价。分值1~5分,分别为非常不满意,较不满意,
一般,较满意,非常满意。每名护士取5组平均分。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SPSS21.0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χ2 检验、t检验及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考试成绩比

较 见表3。
2.2 两组护理人员的手术医生满意度比较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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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护理人员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考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对照组 23 81.91±2.90 78.15±1.77
观察组 25 91.68±3.75 96.40±1.32

t 10.033 40.710
P 0.000 0.000

表4 两组护理人员的手术医生满意度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手术配合

熟练度

手术技能

配合速度

应急处理

能力

沟通协作

能力

对照组 23 3.52±0.69 3.50±0.92 3.95±0.59 3.12±0.90
观察组 25 4.38±0.44 3.85±0.67 4.39±0.45 3.98±0.66

t 5.192 1.515 2.919 3.797
P 0.000 0.136 0.005 0.000

3 讨论

3.1 亚专科培训有效提高了护士的理论知识及操作

技能 护理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亚专科护理

已成为临床护理实践的重要形式。手术室护士的素

质、能力将会直接影响到手术的整体运转,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手术质量,因此对手术室护士的专科培训势

在必行[8-9]。传统的通科手术理论加操作培训的教学

方式,缺少精准度和针对性,无法满足现阶段专而精

的亚专科发展需求[10]。本研究中观察组根据心血管

外科特点将其分为5个亚专科组,制订各亚专科巡回

及器械配合标准化流程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更具有

针对性、专科性、规范性。在此基础上将所学所用进

行汇总形成具有各亚专科特色的临床实践工作手册,
供专科小组成员随时学习,有效提高了其理论知识水

平。手术室亚专科标准化课程模型的构建具有专业

性强的特点,专科组护理成员在轮转周期中,能够以

参与标准化操作的制定、临床实践工作手册的撰写以

及工作坊等方式促进教学相长,达到各专科标准化、
同质化的培训目的。专科出科教学答辩,促使小组成

员主动查阅文献,发现、解决临床问题并进行经验总

结,也是其对理论及操作知识点的有效回顾。在操作

培训中,对心血管外科综合及亚专科技能操作演示内

容进行梳理,同时增设演示视频供小组成员随时观

看,不断巩固。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理论及操作

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提示亚专科

培训有效提高了护士的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亚专

科手术室标准化课程模型的构建,在创新传统培训模

式基础上,加大了培训力度,拓宽了培训广度,规范了

操作标准,其临床实践成效突出了手术室亚专科配合

特色,提高了护士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11-13]。
3.2 亚专科培训有效提高了医生的满意度 医学分

科的亚专业化,迫使亚专科护理成为临床护理实践的

重要形 式,护 理 亚 专 科 向 专、深、细、精 的 方 向 发

展[14]。本研究将亚专科手术室标准化课程建设模型

运用于手术室的培训中。观察组护士自主选择亚专

科,通过对其专业知识层次的拓宽、加深和程序化的

培训,可以更好地提高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成就

感,能体现出手术室护士的专业化水平,将手术室护

士向专家型人才的方向推进。外科医生对手术室的

满意度多来自于护士的技能熟练度、配合流畅度、应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双方的和谐沟通,而
以上方面都是需要双方长时间的固定搭配磨合,因此

相对固定到一个亚专科领域能提升外科医生对手术

室护士的满意度。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术医生对观察

组护士手术配合流畅度、娴熟的应急处理能力以及沟

通协作能力方面的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
0.01),可能与亚专科化培训后护士的理论知识及操

作技能的提升及相对固定的亚专科轮转方式有关。
综上所述,心血管亚专科培训有效提高了轮转护

士的理论知识、技能水平及医生的配合满意度。该研

究仅用于我院心血管外科手术室护理人员的亚专科培

训,样本量较小,有待于更多医院手术室的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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