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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针对手术室护理人员应用SWOT分析法展开管理价值。方法：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

选取20名手术室护理人员，设为对照组，应用SWOT分析法展开管理，在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选

取20名手术室护理人员，设为观察组，应用SWOT分析法展开管理。在两组开展管理期间，均抽取患者

120例，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42名，对比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患者及医务人员对手术室护理管理

工作的满意度，不安全事件率。结果：观察组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各维度即院感控制、病区管理、护理

文件书写、技能考核、基础护理测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在

对护理满意情况进行评估时，专业能力、护理人员对患者的重视度、护理服务可及性、护理服务态度各

项测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医务人员在对护理满意情况评估时，

护理流程、专业技术、术中配合、语言沟通、仪表行为测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护理纠纷、感染事件等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结论：针对手术室护理人员，在开展管理过程中，引入SWOT分析法，可促使其护理

管理质量得以增强，提升患者和医务人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且可防范感染等不安全事件率，开展价

值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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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value of applying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nursing staff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From July 2018 to June 2019, 20 operating room nursing staff were 
selected as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manage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SWOT analysis. From Ju-
ly 2019 to June 2020, 20 operating room nursing staff were selected Personnel, set as observa-
tion group, apply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ut management. During the management pe-
riod of the two groups, 120 patients and 42 medical staff participated in the operation were se-
lected to compare the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s of the operating room, the satisfac-
tion of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to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the operating room, and the rate 
of unsafe incid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s operating room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in all dimensions, namely hospital control, ward management,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skill 
assessment, and basic nursing test score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h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eva-
luated their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nursing staff’s attention to 
patients, nursing service accessibility, nursing service attitude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hen medical staf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evaluated their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scores of nursing process, pro-
fessional skills, intraoperative cooperati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instrument behavior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unsafe events such as adverse nursing events, nursing disputes, and 
infection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For nursing staff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introduction of SWOT analysi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with 
nursing work, and prevent the rate of unsafe incidents such as infection. The development value 
is more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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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术室为医院重点科室，在护理工作中，存在较多的潜在隐患，且风险系数居较高水平，极易引发

不安全事件，故对护理质量有更高的要求，需不断提升对护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既往所采取的管理模式

通常依据科室工作制度实施，对护理人员缺乏激励、引导、督促、协同作用，在提高医务人员和患者满

意度方面效果有限[1] [2]。SWOT在 1982年由管理学教授韦克里(美国)提出，为英文 Strengths (中文翻译：

优势)、Weaknesses (中文翻译：劣势)、Opportunities (中文翻译：机会)、Threats (中文翻译：威胁)单词的

缩写，旨在通过概括自身在内、外围方面的条件，明确优、劣势，进而可有效把握机会，制定科学、个

体化措施消除威胁，发挥增强管理能力的作用[3] [4]。本次以手术室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管理过

程中，应用 SWOT 分析法作用，现总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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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选取 20 名手术室护理人员，设为对照组；在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选取 20 名手术室护理人员，设为观察组。均抽取患者 120 例，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 42 名。对照

组护理人员 20 名中，均为女性，年龄介于 21~43 岁之间，平均(31.72 ± 3.96)岁；患者 120 例中，男 76
例，女 44 例，年龄介于 23~74 岁，平均(56.98 ± 7.45)岁；医务人员 42 名中，男 26 名，女 17 名，年龄

介于 29~48 岁之间，平均(36.72 ± 2.45)岁。观察组护理人员 20 名中，均为女性，年龄介于 22~42 岁之间，

平均(31.95 ± 3.28)岁；患者 120 例中，男 71 例，女 49 例，年龄介于 25~77 岁，平均(56.72 ± 7.17)岁；医

务人员 42 名中，男 24 名，女 18 名，年龄介于 27~49 岁之间，平均(36.45 ± 2.97)岁。组间基线资料无明

显差异(P > 0.05)，具可比性。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对照组：本组针对手术室护理人员应用常规管理手段，即依据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实施。观察组：

本组在管理过程中，应用 SWOT 分析法。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2.2.1. SWOT 分析 
1) 优势分析(S)：①管理模式：本科针对护理人员采取梯队管理模式，所积累人才保障和推动了学科

发展。采取前瞻性管理理念，依据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出现的新型问题，定期修订岗位职责、工作制度及

流程。②综合素养：护理人员具较高的学历层次，文凭均在大专以上，年轻，主观能动性较强，在医德

医风活动中表现优良。③科室氛围：采取民主管理形式，护理人员具团队协同意识，氛围轻松和谐，均

有个体发挥的空间和平台。2) 劣势分析(W)：①护理经验：本科室多为低年资护士，在护理技巧、风险

意识、危机事件应对能力、沟通能力方面相对偏弱，手术配合水平有限。②抗压能力不足：手术室工作

节奏快、潜在风险高，加班几率多，部分护理人员面对压力缺乏应对能力。③进修机制欠完善：因手术

室仪器多样，操作精细度高，更新速度快，对掌握技巧有较高的要求，科室进修机会少，使护理人员业

务能力受到一定影响。3) 机会(O)：①人才进出机制规范：科室具规范且易于落实的人才进出机制，加

之绩效考评制度合理，福利体系健全，护理人员具成长空间；②社会环境优良：在新医疗模式下，对护

理人才提高了重视力度，社会环境良好，利于个体发展。4) 威胁(T)：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护理质

量高标准化，医院同行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使护理管理服务面对的挑战和威胁加大。 

2.2.2. 管理对策 
1) 充分利用外部机会，转变劣势：在社会对医疗服务水平关注度提高的环境下，医院人才培养规划

进一步完善，需重视积极创立学科队伍，拓展护理人员特别是低年资护理人员的服务技能工作的开展。

定期举办培训班，强化优质护理措施，如术中配合技巧、监护技巧等，以增强协同能力，改善抗压水平。

2)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消除威胁：加强对手术室护理过程的监控，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将安全质量管理

目标向每位护理人员下放，允许护理人员参与制定，以增强监控质量；每周开展质量控制会议，以对问

题进行分析，针对性制定改进策略，以推进整体护理质量持续提升。深挖人才发展规律，鼓励护理人员

展开学术研究，使其掌握论文写作、科研的能力；提升福利待遇，完善考评机制，以通过激励，提高整

体护理水平，增强行业竞争力。 

2.3. 观察指标 

1) 护理管理质量对比：应用自制护理质量问卷对护理管理质量展开对比，包括院感控制、病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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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文件书写、技能考核、基础护理 5 个维度，单项为百分制，评估分值越高，提示护理管理质量越理

想。2)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包括专业能力、护理人员对患者的重视度、护理服务可及性、护理服务态

度 5 个维度，单项为 20 分，评估分值越高，提示护理满意度越理想。3) 医务人员护理满意度对比：包

括护理流程、专业技术、术中配合、语言沟通、仪表行为 5 个维度，单项为百分制，评估分值越高，提

示护理满意度越理想。4) 对比两组护理不安全事件率，包括护理不良事件、护理纠纷、感染事件，统计

总发生率。 

2.4. 统计学方法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组间计量资料即护理管理质量测评分值、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医

务人员护理满意度评分在表述时应用( x s± )，计数资料即护理不安全事件率在表述时应用(%)，分别经 t
检验和卡方检验对结果获取，P < 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测评分值对比 

观察组手术室护理管理质量各维度即院感控制、病区管理、护理文件书写、技能考核、基础护理测

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1. 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测评分值对比情况[( x s± )分] 

组别 院感控制 病区管理 护理文件书写 技能考核 基础护理 

观察组(n = 20) 97.89 ± 0.72 98.85 ± 0.74 98.22 ± 0.61 95.48 ± 0.49 98.19 ± 0.61 

对照组(n = 20) 94.62 ± 0.45 96.49 ± 0.87 95.35 ± 0.74 91.33 ± 1.54 95.14 ± 0.56 

t 17.224 9.241 13.384 11.482 16.47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在对护理满意情况进行评估时，专业能力、护理人员对患者的重视度、护理服务可及性、

护理服务态度各项测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情况对比( x s± ) 

组别 专业能力 重视患者度 护理可及性 护理服务态度 

观察组(n = 120) 17.72 ± 0.75 17.91 ± 0.93 17.87 ± 0.92 17.83 ± 0.90 

对照组(n = 120) 15.40 ± 0.81 15.39 ± 0.73 15.71 ± 0.88 15.72 ± 2.06 

t 32.946 23.349 18.586 10.282 

P 0.000 0.000 0.000 0.000 

3.3. 两组医务人员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医务人员在对护理满意情况评估时，护理流程、专业技术、术中配合、语言沟通、仪表行为

测评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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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medical staf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3. 两组医务人员对护理满意情况( x s± ) 

组别 护理流程 专业技术 术中配合 语言沟通 仪表行为 

观察组(n = 42) 93.18 ± 4.05 92.39 ± 5.17 92.24 ± 4.83 91.26 ± 5.04 90.56 ± 4.71 

对照组(n = 42) 85.74 ± 5.42 87.18 ± 5.96 87.96 ± 4.85 86.75 ± 4.98 86.44 ± 4.99 

t 7.126 4.279 4.052 4.125 3.89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4. 两组护理不安全事件率对比 

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护理纠纷、感染事件等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nursing unsafe even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4. 两组护理不安全事件率对比[n (%)] 

组别 护理不良事件 护理纠纷 感染事件 不安全事件率 

观察组(n = 120) 0 (0.00) 0 (0.00) 1 (0.83) 1 (0.83) 

对照组(n = 120) 1 (0.83) 4 (3.33) 4 (3.33) 9 (7.50) 

χ2 - - - 6.678 

P - - - 0.009 

4. 讨论 

在战略管理领域，SWOT 为一项较为重要的技术，目前，在卫生服务政策开发中，也不断被引用，

取得了理想管理效果。通过对 SWOT 分析法运用，将组织所具备的优势及所呈现出的不足，外部良好的

支持环境与发展中存在的威胁科学、有机组合，明确研究对象所面临的挑战环境，展开系统、多元、精

准的分析，进而对结构化的管理模式进行制定，可为管理水平的提升打下良好基础[5]。 
手术室为医院重要部门，负责开展手术以及对危急重症患者进行抢救，具高风险、高强度特征，为

医院安全管理重点，故对护理人员有更高的要求[6] [7]。既往采取的针对护理人员的管理缺乏系统性、针

对性和精细化，进而影响整体管理水平[8]。本次研究中，针对观察组运用 SWOT 分析法展开管理，结果

示，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管理的对照组，患者和医护人员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安全事

件率低于对照组。表明通过明确手术室护理人员自身存在的优势，知晓劣势，并充分对外部优良的环境

进行利用，掌握所面临的威胁，可高效地改进策略制度，来将问题和困难各个击破[9] [10]。在具体开展

的过程中，细化到护理人员的抗压能力弱、低年资护理人员在工作经验不足等问题，通过团队协同参与

护理目标设定，开设分级培养机制等方案应对，为整体护理工作的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和谐的氛围

中，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安全的护理服务[11] [12]。本次研究结果，与陆瑶等[13]报道的一致。 
手术室护理人员，在开展管理过程中，引入 SWOT 分析法，可促使其护理管理质量得以增强，提升

患者和医务人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且可防范感染等不安全事件率，开展价值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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