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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院是一所在国内发展较快较好的大型心血管专科医院，在当前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发挥着民营医院改革先驱的作用。我们深深地认识到，
护理人员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过硬的护理操作技能是确保护理服

务质量的前提。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通过短短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始终坚持行政为医疗服

务，医疗护理为广大患者服务的管理理念，在医疗技术水平、科研教育、社会

职能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瞩目成绩，区域性的领先及示范作用日渐突出。
作为医院重要组成部分的护理团队，在医院总办院办的正确领导下，在逐步深

化、积极推进优质护理活动的过程中，潜心钻研、创新服务，通过尝试护理工

作模式的转变不断完善护理职责，拓展护理服务项目，丰富护理服务内涵，进

而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亚心护理服务的品牌在广大病友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效应。

２０１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出台了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旨在推

进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同时促进医疗机构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改善医

疗服务，保障医疗安全，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整体服务能力。在这样一个迎评

的关键时期，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护理部借助已取得的优异成绩的良好基础，
认真研读、细化吃透评审的若干标准，结合临床护理工作的实际要求，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结合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中对临床护理技

能操作常见并发症预防及处理的总体要求，精心组织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不同

专业较深资质的护理同仁编写了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难得和可喜的。相信

本书的出版，一定会为湖北武汉广大的护理管理者和护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
为提高武汉护理队伍操作技能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５月于武汉



前　　言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诊疗仪

器设备不断在临床推广运用，以及护理专业不断向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给现

代护理操作技能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任何一项护理操作，由

于患者自身、操作材料和操作者技术水平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各种操作并发

症的发生。而当前的各类护理操作书籍均注重操作流程，关于并发症方面的内

容涉及较少，存在教学及考核上的缺陷，已不能满足临床需要。
为了不断提高临床护理水平，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我们结合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中对临床护理技能操作常见并发症预防及处

理总体要求，组织相关护理人员编写了本书，力求既能适应当前护理技术水平

的发展，又能适合今后一定时期内的需要。
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在静脉治疗技术操

作方面严格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发

布，将在２０１４年５月正式实施的 《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进行编写。本

书紧密结合临床实践、紧跟护理专业发展步伐的原则，对临床常见的护理操作

技能的评估方法、操作流程及并发症发生的原因、临床表现、预防处理措施、
常见护理操作及所致不良后果的处理等进行阐述，同时还吸纳了心血管专科仪

器操作及常见故障的处理、新生儿相关操作、消毒供应中心专科操作等方面等

内容。
本书内容全面，形式新颖，操作部分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编写，同时还标注

了操作中每一个步骤的要点说明及评分标准；并发症方面以该项操作最易发生

及最常见的并发症着手编写，为临床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提供了操作指南及

评价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领导和同仁的关怀及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感谢为本书编写提供思路的各位同仁。由于时间及水平所限，书中内容难

免不尽全面、系统，敬请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充

实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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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铺　床　法

技术１　铺备用床法操作

操作规范 （共１００分）

项　目 操作内容
评分

标准

一、操作目的 保持病室整洁，准备接收新患者 ２

二、评估

１．床单位设施与性能是否完好。

２．床上用物是否洁净、齐全、正确折叠，是否符合季节需要。

３．是否影响周围患者治疗或进餐

１０

三、操作物品 大单、被套、棉胎 （或毛毯）、枕芯、枕套，按需要备床褥 ３

四、实施要点

操作步骤 要点与说明 ８０

１．备物检查

１）顺序备物　备齐用物，按取用顺序放于护理

车上 （自上而下放置大单、被套、棉胎或毛

毯、枕套、枕芯），推车至床旁。

２）检查功能　检查床及床垫功能，调整床高与

固定

·节省时间与体力。

·有脚轮的，应先固定；调整

床至合适高度，以免床移动

和方便操作

５

２．移开桌椅

移开床旁桌离床头约２０ｃｍ，移椅至床尾正

中离床约１５ｃｍ，用物放于椅上

·也可将车推至床尾正中 ５

３．平铺大单

１）展开大单　将大单中线与床的横、纵中线对

齐放于床垫上，分别向上下、左右散开，正

面向上。先铺床头，后铺床尾。

２）铺床头角　先铺床头，一手托起床垫，另一

手将床头两角大单在床垫下打平结。

３）铺床尾角　至床尾拉紧大单，托起床垫，将

床尾两角大单在床垫下打平结。

４）铺床中部　沿床边拉紧大单中部边缘，双手

掌心向上，呈扇形将大单塞于床垫下。

５）铺对侧单　转至对侧，同法铺好对侧大单

·注意床垫干燥清洁，必要时

翻转床垫。

·操作者面向床角，两脚分开，

采用 弓 箭 步。上 身 保 持 直

立，两膝稍屈，动作平稳、持

续，减少来回走动，确保身体

平衡并注意节省体力。

·床角整齐、美观，不易松散。

·大单中线与床中线对齐。

·大单平整，边缘无皱褶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３



续表

项　目 操作内容
评分

标准

四、实施要点

操作步骤 要点与说明 ８０

４．套被折筒

１）展开被套　取已折叠好的被套，头端齐床头

放置，被套纵中线与床纵中线对齐，正面向

外平铺于床上 （开口端朝床尾／近侧床边）。

２）套入棉胎　将开口端的上层打开约１／３，将

折好 “Ｓ”形的棉胎置于被套开口处，底边与

床垫平齐；拉棉胎上缘中点至被套封口处，

使棉胎上端与被套封口紧贴，分别套好两上

角；至床尾逐层展开被套和棉胎，使两侧缘

平齐，系带。将盖被边缘向内折叠与床沿平

齐，盖被尾端塞于床垫下或向内折叠齐床尾；

转回近侧，同法折叠近侧盖被

·棉胎与被套平齐，避免被头

空虚。

·盖被平整、美观，中线对齐

５

１０

５．套枕平放

于床边椅或护理车上套好枕套，取枕套反面

向外，一手伸入枕套内，握住枕头正中，另

一手拉平枕套，使之正面向外。轻轻拍松枕

芯，系带，开口背门，横放于床尾，再平拖

至床头盖被上

·枕头四角充实、平整、开口

背门
５

６．桌椅回位

移回床旁桌椅及床栏，成备用床
·保持病室整洁 ３

７．清洁双手　整理用物，洗手 ２

五、注意事项

１．患者进餐和治疗时应暂停铺床。

２．动作轻稳，以免病原体随空气流动传播。

３．遵循节省体力的原则，避免多余无效动作和来回走动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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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２　铺暂空床法操作

操作规范 （共１００分）

项　目 操作内容
评分

标准

一、操作目的 保持病室整洁、美观；供新入院患者或暂离床活动的患者使用 ２

二、评估

１．新入院患者的诊断、病情轻重。

２．住院患者的病情是否可以暂时离床。

３．床单位设施与性能是否完好。

４．床上用物是否洁净、齐全、正确折叠，是否符合季节需要。

５．是否影响周围患者治疗或进餐

１０

三、操作物品
大单、被套、棉胎 （或毛毯）、枕芯、枕套，按需要备床褥、橡胶中单及中单

（亦可使用一次性中单）
３

四、实施要点

操作步骤 要点与说明 ８０

１．备物检查

１）顺序备物　备齐用物，按取用顺序放于护理

车上 （自上而下放置大单、被套、棉胎或毛

毯、枕套、枕芯），推车至床旁。

２）检查功能　检查床及床垫功能，调整床高与

固定

·节省时间与体力。

·有脚轮的，应先固定；调整

床至合适高度，以免床移动

和方便操作

５

２．移开桌椅　移开床旁桌离床头约２０ｃｍ，移

椅至床尾正中离床约１５ｃｍ，用物放于椅上
·也可将车推至床尾正中 ３

３．铺各层单

１）展开大单　将大单中线与床的横、纵中线对

齐放于床垫上，分别向上下、左右散开，正

面向上。先铺床头，后铺床尾。

２）铺床头角　先铺床头，一手托起床垫，另一

手将床头两角大单在床垫下打平结。

３）铺床尾角　至床尾拉紧大单，托起床垫，将

床尾两角大单在床垫下打平结。

４）铺床中部　沿床边拉紧大单中部边缘，双手

掌心向上，呈扇形将大单塞于床垫下

·注意床垫干燥清洁，必要时

翻转床垫。

·操作者面向床角，两脚 分

开，采用弓箭步。上身保持

直立，两 膝 稍 屈，动 作 平

稳、持续，减少来回走动，

确保身体平衡并注意节省体

力。

·床 角 整 齐、美 观，不 易 松

散。

·大单中线与床中线对齐。

·大单平整，边缘无皱褶

８

５

５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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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操作内容
评分

标准

四、实施要点

操作步骤 要点与说明 ８０

５）铺中单　取一次性中单铺于床面上，将其中

线与床中线对齐展开，再同法铺布中单于一

次性中单上。如铺于床中部，两单上缘距床

头４５～５０ｃｍ；如铺于床头部或床尾部，应使

其边缘与床头或床尾齐。两单在床缘的下垂

部分一起平整地塞入床垫下。

６）铺对侧单　转至对侧，同法依次铺大单、一

次性中单、布中单

·根据病情需要铺橡胶单和中

单，并选放两单的位置，以

保护床褥免受污染。

·各层单应拉紧铺平

８

８

４．套被折叠

１）展开被套　取已折叠好的被套，头端齐床头

放置，被套纵中线与床纵中线对齐，正面向

外平铺于床上 （开口端朝床尾／近侧床边）。

２）套入棉胎　将开口端的上层打开约１／３，将

折好 “Ｓ”形的棉胎置于被套开口处，底边与

床垫平齐；拉棉胎上缘中点至被套封口处，

使棉胎上端与被套封口紧贴，分别套好两上

角；至床尾逐层展开被套和棉胎，使两侧缘

平齐，系带。将盖被边缘向内折叠与床沿平

齐，盖被尾端塞于床垫下或向内折叠齐床尾；

转回近侧，同法折叠近侧盖被。

３）折叠盖被　将备用床的盖被上端向内折１／４，

然后再作扇形三折于床尾，并使之各层平齐

·棉胎与被套平齐，避免被头

空虚。

·盖被平整、美观，中线对齐

５

１０

５

５．套枕平放

于床边椅或护理车上套好枕套，取枕套反面

向外，一手伸入枕套内，握住枕头正中，另

一手拉平枕套，使之正面向外。轻轻拍松枕

芯，系带，开口背门，横放于床尾，再平拖

至床头盖被上

·枕头四角充实、平整、开口

背
５

６．桌椅回位　移回床旁桌椅，成暂空床
·方便患者使用，保持病室整

洁、美观
２

７．清洁双手　整理用物，洗手 ３

五、注意事项

１．患者进餐和治疗时应暂停铺床。

２．动作轻稳，以免病原体随空气流动传播。

３．遵循节省体力的原则，避免多余无效动作和来回走动。

４．上层布中单应遮盖下层一次性中单，避免患者皮肤直接接触一次性中单而引

起不适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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