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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衡量医院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

护理工作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患者安全是

值得每位护理管理者思考的永恒主题。在临床护理实践

中，护士日常的临床工作内容涉及护理技术操作。在进

行任何一项操作时，由于病人自身情况、操作材质、设

备设施及操作者技术水平等因素，都有发生相关并发症

的风险。如何有效减少和防范护理操作并发症的发生，

将其不良影响降低至最低限度以确保患者护理安全是值

得管理者探讨的课题。《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

则》( 2011 年版) 第五章 “护理管理与质量持续改进”

也明确规定，医院应建立临床护理技术操作常见并发症

的预防与处理规范，护理人员应熟练掌握常见技术操作

及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流程，可见其重要性。

基于此，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组织护理管理者

和临床护理专家，精心编写了 《临床护理操作并发症

的预防及处理流程》一书，该书以临床常见的基础及

专科护理技术操作为主线，编者们通过结合临床实践经

验、参考相关专业书籍、查阅文献资料等途径，列出了

可能发生的各项操作并发症，指出各项并发症发生的原



因、临床表现、预防措施及处理流程，科学实用、可操作性强。

目前正值实施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 2011—2015 ) 》的重要时

期，医院全面推行优质护理工作，为患者提高全面、全程、优质、高效、安全

的护理服务，满足了广大社会人群就医的需求。该书的出版发行顺应了当前护

理专业发展的趋势，希望本书有利于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提升护理人员专业水

平、切实保障患者护理安全，以更好地促进护理事业蒸蒸日上!

江西省护理学会理事长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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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护理技术操作是护士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必须熟练掌

握与运用的技能。护士在执行每项护理技术操作中，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都有发生并发症的风险。但护理教

科书中，由于篇幅所限对操作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提及

甚少，因此，一些临床护士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提高护理质量，确保护理安全，2011 年国家卫

生部颁布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明确规

定，护理人员应熟练掌握常见技术操作及并发症的预防

及处理流程，强调护士不仅要知晓操作并发症怎样预

防，如不慎发生还应知晓怎样处理。

本书结合临床实际总结出了 55 项临床常用护理技

术操作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流程，分为上篇基础护理技

术操作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流程，下篇专科护理技术操

作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流程，每项护理技术操作先有前

言引导，介绍发生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原因、临床表现、

预防，并针对发生的并发症，编写了 283 个处理流程。

书中所列流程突破传统的工作理念，不再是简单的

处理措施，而是结合现代护理管理理念，融入了工作制

度、人文关怀及处理方法于一体化的处理流程。该流程



简单明了，操作性强，护士易于理解掌握，具有独创性。我们相信，本书的出

版对护理管理人员、临床护理人员、在校护生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书的编写得到江西省护理学会理事长毛美琪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

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缺点，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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