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腰硬麻是痔疮手术常用的麻醉方法，麻醉后患

者双下肢运动神经被阻滞，术后回病房无法自主移

动过床。过去对此类患者我科一直延续着传统人力
[1]协助完成过床 ，护理操作者长期搬抬患者易造成

[2]腰部劳损，发生腰痛等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 。因

此术后患者如何安全高效过床是护理工作需要解决

[3]的难题 。自然护理是指让被护理方及护理方都能

够感到安全安心，术后患者过床不抱起、不抬起、

不拖拽的护理方式。该理念由日本体位管理创始人

下元佳子提出。她于2015年引用了澳洲的No Lifting 

理念，即“不用蛮力去抱、搬、拖”，在预防照护

人员腰痛方面不断提出精进方案，成为日本厚生劳

动组一个公认的护理制度。滑动布在临床上多应用

床上翻身和移动，但应用在过床报道较少。鉴于

此，本文通过应用自然照护理念借助滑动布为痔疮

滑动布在痔疮患者腰硬麻术后过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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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基于自然照护理念，探讨滑动布在痔疮患者腰硬麻术后过床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腰硬麻术后的

痔疮患者120例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60例。对照组予传统布单过床，观察组予滑动布过床。比较两组护理操作

者发生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情况、患者过床搬运平均时间及患者的舒适度等指标。结果   观察组在过床搬运过程中操

作者弯腰次数少于对照组(P<0.01)，搬抬时重力线与脊柱之间的夹角小于对照组(P<0.01)，腰部及肢体肌肉损伤中的不

适感与轻度损伤发生的人次、参与过床搬运人数均少于对照组(P<0.05)，患者主观舒适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完

成过床搬运平均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   基于自然照护理念应用滑动布为痔疮患者腰硬麻术后过床能够提高患

者舒适度，节省人力，同时减少护理人员的职业性肌肉骨骼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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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liding cloth in transferring patients with hemorrhoids after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care.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hemorrhoids after 

receiving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nsferred to bed with traditional cloth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ansferred to bed with 

sliding cloth. The nursing oper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 occupational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the average time for transferring patients and comfort of patients.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operators bent much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transferring and transporting of the patients (P<0.01), the operators had the 

intersectional angle between the gravity line and the spine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and the operators 

with discomfort in lumbar and limb muscle injury, with the incidence of mild injury and participating in transferring and 

transporting were all less than those in the (P<0.05). The subjective comfort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verage time to complete the transfer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sliding cloth in transferring 

patients with hemorrhoids after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to b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care can improve the comfort 

of patients, save manpower, and reduce the occupational musculoskeletal injury of nurs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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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2019年3－10月我科痔疮患者腰硬麻术后

120例，纳入标准：(1)均接受痔疮手术并且采用腰硬

麻醉方式；(2)年龄≥18岁。排除标准：(1)合并心、

肝、肺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2)无法正常交流沟

通或伴有神经系统疾病者。其中2019年3-6月使用传

统人力搬运过床患者60例为对照组，男38例，女22 

例；年龄22~72岁，平均(50.32±7.38)岁；平均身高

(156.2±5.5) cm，平均身体质量(65.4±6.8) kg，护理

操作人员20人。2019年7-10月使用滑动布过床患者

60例为观察组，男32例，女28例，年龄21~74岁，平

均(50.40±7.42)岁；平均身高(158.5±4.5) cm，平均

身体质量(63.4±5.6) kg，护理操作人员20人。两组

患者与护理操作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过床搬运法，即一人站于

床头，托住患者头部及颈肩部，一人站于床尾，托

住患者双下肢，另外两人分别站于病床及平车两

侧，紧握中单四角，四人同时合力将患者抬至病床

上。

1.1　病例与分组

患者腰硬麻术后搬运过床，能节省人力，减轻护士

的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提高患者舒适度，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2　方法

1.3.1　操作人员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情况　观察操

作者弯腰次数、测量搬起时操作者重力线与脊柱之
[4]间的夹角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搬运患

者后护理操作人员腰部及肢体肌肉损伤情况。(1)测

量弯腰角度的方法：使用数显角度尺测算各操作者

搬运抬起时上身与垂直线的夹角，即为操作者重力

线与脊柱之间的夹角。(2)腰部及肢体肌肉损伤判定

标准：不适感即仅有短时间上肢不适感，无需做特

殊处理，经短时间活动即可恢复；轻度损伤即腰部

及手臂肌肉酸痛，自我按摩或给予贴止痛膏后即痊

愈；重度损伤即椎间盘突出和腰肌扭伤, 需做物理治
[5]疗才能恢复 。

1.2.2　观察组　借助滑动布一种新型的医疗护理辅

助工具采取省力原则帮助患者过床。滑动布的使用

操作流程如下：将滑动布双层对折，铺在患者头部

下方，用双手并排并拢下压床垫后插入一半滑动布

至患者身体下方，从头往下到滑动布铺设完成，另

一半滑动布置于患者身上→将手术平车与病床靠

拢，调整手术平车高于病床1~2 cm→将患者身上另

一半滑动布平铺在病床上→滑动布即在手术车与病

床之间形成类似一个平滑的桥梁→一名操作者将患

者依次从双下肢、臀部、肩部、头部平推至病床上

→抽出滑动布：依次扶住患者头部、肩部、肘关

节、臀部、腿部，斜向慢慢抽出滑动布底层→最后

调整患者舒适体位抚平衣着，做除压护理。

对比两组在完成过床搬运所需的平均时间及参

与搬运过床的人数。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统计学SPSS 18.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操作者弯腰次数、搬抬时重力线与脊柱之

间的夹角

观察组在过床搬运过程中护理操作人员的弯腰

次数少于对照组(P<0.01)，搬抬时重力线与脊柱之间

的夹角小于对照组(P<0.01)，见表1。

[5]1.3.2　患者主观舒适度评分　Likert等级评分法 ，

将患者对过床搬运的主观舒适度体验进行评分，分

为10级，1分表示“极度不舒适”，10分表示“非常

舒适”，分数越高越舒服，取整数。

1.3　评价方法及标准 

2.2　两组操作者的肢体肌肉损伤情况

观察组操作者腰部及肢体肌肉损伤中的不适感

与轻度损伤发生的人次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操作人员平均弯腰次数、搬抬时重力线与

         脊柱之间的夹角比较

组别

对照组操作者

观察组操作者

n

60

60

操作者平均

弯腰次数/次

2.1±0.6

a1.1±0.5

搬抬时重力线与

脊柱之间的夹角/°

45.3±7.8

a28.4±4.5

a与对照组操作者比较： P<0.01

(x±s)

表2　两组护理操作人员过床搬运后腰部及肢体肌肉

         损伤情况比较 (人次)

组别

对照组操作者

观察组操作者

n

60

60

不适感

15

a2

轻度损伤

6

a0

重度损伤

2

0

a与对照组操作者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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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主观舒适度、过床搬运时间及操作者

参与人数的比较

舒适是给人以安乐舒服的感觉，是一种主观的

心理状态。对患者而言，在治疗中拥有生理、心理

等方面的舒适状态是评价护理满意度的一个有效尺

度。在过床搬运时，操作者力量和姿势不易标准化

控制，患者的平躺姿势及重心的改变，容易使患者

3.2　自然照护理念可提高患者过床时的舒适度，体

现出人性化的关爱

3.1　滑动布为痔疮患者腰硬麻术后过床可减轻护士

肌肉骨骼损伤

观察组患者主观舒适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完成

过床搬运平均时间短于对照组，参与过床搬运人数

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申素媛, 刘玉美, 陈娜, 等. 滑移式搬运对手术医护人员职

业防护的临床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17, 30(6): 127-129.

传统的过床方式，护士在搬抬患者时，上身必

须前倾很大角度才能稳妥接触到患者，从而形成弯

腰低头、身体扭转等不良工作姿势，同时护士躯干

偏离了支撑面，使重心前移，重力线和脊柱之间形

成夹角，脊柱总负荷加大，长期的不良工作姿势易
[6]导致护士腰椎损伤和腰背肌肉劳损 。而自然照护

理念强调的是“零抬举”，即在护理工作中不用蛮

力去抱、搬、拖患者，预防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

本文中对照组操作者在过床搬运时需要弯腰次数多

于观察组(P<0.01)，另外，在搬运抬起时操作者重力

线与脊柱之间夹角的比较上，观察组操作者的平均

弯腰角度明显小于对照组，且弯腰角度≤30°，能有

效地将力量传导至腰大肌和臀大肌，更好地保护了

操作者的腰部。同时对过床后护理操作人员腰部及

肌肉损伤程度调查发现，对照组护理人员发生腰部

及肢体肌肉损伤的次数高于观察组，分析原因可能

是观察组使用滑动布，稍抬高手术平车高度，由于

平车与床之间稍有坡度，加之滑动布的滑动作用，

无需搬抬，拉引滑动，轻轻用力即可推移患者，未

发生损伤。

综上所述，应用自然照护理念借助滑动布在痔

疮腰硬麻术后患者的过床过程安全高效，有效增加

了患者舒适度，省时省力，减少职业肌肉骨骼损

伤，提高了护理人员工作效率及工作满意度，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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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主观舒适度、完成过床平均时间及操作

         者参与人数的比较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n

60

60

患者主观

舒适度/分

5.6±1.2

a8.3±1.6

完成过床

搬运平均时间/s

195.70±52.28

a85.91±30.11

参与过床

搬运人数/人

3.5±1.5

a1.5±0.5

a与对照组比较： P<0.05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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