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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常用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第一部分 
常用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一、七步洗手法 

【操作目的】 

清除手部污垢、碎屑及致病微生物，切断通过手传播感染的途径。 

【适用范围】 

1. 所有医务人员。 

2. 所有住院患者。 

3. 所有住院患者的陪护人员。 

4. 院内保洁人员。 

【用物准备】 

用物名称 数量 

洗手池设备（宜配备非触式水龙头） 1 

清洁剂（肥皂或皂液，以含杀菌成分的洗手液为佳） 1 

干手物品（擦手纸或干手机） 1 

护手液或速干手消毒剂（必要时） 按需 

【操作步骤】 

步骤及要点 注释及图解 

【操作前准备】 
1. 修剪指甲，取下手表、饰物等，卷袖过肘。 
2. 评估双手污染程度、洗手或卫生手消毒指征。 

【操作过程】 
1. 打开水龙头，调节合适水流和水温（如为感

应式水龙头，可免去此步骤）。 
2. 在流动水下，使双手充分淋湿。 
3. 取适量洗手液，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

手指和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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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步骤及要点 注释及图解 

4. 认真揉搓双手至少15s，应注意清洗双手所

有皮肤，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主

要清洗双手掌面皮肤。 

 

 

 

 

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换进

行，主要清洗双手手背皮肤。 

 

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相互揉搓，

主要清洗双手指缝处皮肤。 

 

第四步：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只手的掌心

内旋转揉搓，交换进行，主要清洗双手指关节

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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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五步：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

进行，主要清洗双手大拇指处皮肤。 

 

第六步：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只手的掌

心内旋转揉搓，交换进行，主要清洗双手指尖处

皮肤及指甲。 

 

第七步：右手握住左手腕部旋转揉搓，交换进

行，主要清洗双手腕部皮肤。 

 

 

 

5. 在流动水下彻底冲洗净双手。 

6. 用擦手纸擦干双手或用干手机烘干双手。 

 

【注意事项】 

1. 当手部有血液或其他体液等肉眼可见污染时，应洗手；当手部没有肉眼可见污染时，

可用速干洗手液消毒双手（代替洗手），揉搓方法与洗手方法相同。 

2. 认真揉搓双手至少15s，应注意清洗双手所有皮肤，包括指背、指尖和指缝。 



4   
 

社区适宜技术操作规范

“七步洗手法”操作质量及评分标准 

操作质量及评分标准 标准分 
得分 

  

操作前 
准备 
(15 分) 

操作人员：修剪指甲、取下饰物。 5   

用物：流动水洗手设备、洗手液、干手物品，必要时备护

手液或速干手消毒剂。 
5   

环境：清洁、宽敞，温度光线适宜。 5   

操作 
流程 
(55 分) 

1. 在流动水下，使双手充分淋湿。 3   

2. 取适量清洁剂均匀涂抹至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指缝。 7   

3. 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7   

4. 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换进行。 7   

5. 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相互揉搓。 7   

6. 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只手的掌心内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7   

7. 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7   

8. 将5个手指尖并拢在另一只手的掌心内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7   

9. 在流动水下彻底冲洗净双手，擦干，必要时取适量护手液护肤。 3   

质量 
评定 
(20 分) 

洗手方法正确，全过程动作顺序正确。 10   

遵循无菌技术操作原则。 10   

理论 
提问 
(10 分) 

 10   

总分  100   

二、皮下注射法 
【操作目的】 

1. 注入小剂量药物，用于不能或不宜经口给药而需在一定时间内发生药效时。 

2. 预防接种。 

3. 用于局部给药。 

【操作部位】 

上臂三角肌下缘、腹壁、大腿前侧及外侧等。 

【用物准备】 

用物名称 数量 用物名称 数量 

治疗车、无菌治疗盘及弯盘、医嘱执行单 各 1 药物、速干洗手液 按需 

1ml/2ml一次性注射器 1～2 碘伏棉签、无菌干棉签 按需 

锐器桶、垃圾桶 各 1 砂轮及纱布（必要时） 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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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及要点 注释及图解 

【操作前准备】 

1. 双人核对医嘱，询问、了解患者身体状
况，向患者解释操作目的，取得患者配合。 

2. 评估患者病情、注射部位皮肤状况，了
解患者有无药物过敏史。 

【操作过程】 

1. 按规定着装，洗手、戴口罩。 

2. 准备用物，“三查七对”，按规范配制药
液，放入无菌盘内。 

3. 携用物至床旁，再次核对患者信息、药物、
剂量、浓度、时间、方法，调节室内温度至适宜，
拉好床帘，协助患者取适当体位并暴露合适的注
射部位。 

 

 

 

 

 

 

4. 洗手、戴手套，碘伏棉签消毒注射部位皮
肤，待干，再次核对，按无菌技术操作原则排
尽注射器内空气。 

5. 左手绷紧皮肤，右手持注射器，以食指
固定针栓，使针头与皮肤呈30～40角（消
瘦者可捏住注射部位皮肤，同时角度减小），迅
速刺入针头的 1/2～2/3，固定针栓，左手抽吸
无回血即可推入药液。 

 

 

   

 

双人核对 

 上臂三角肌下缘、腹壁、大腿前侧及外侧等。 
 消毒范围：大于 5cm×5cm。 

 

 

“两快一慢”：进针、拔针快，推药慢。 

 

 

6. 注射完毕以棉签轻压针刺处，快速拔针
后按压片刻。 

7. 再次核对，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整理
床单元，观察患者用药反应。 

8. 规范清理用物，洗手并记录。 

 

皮下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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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尽量避免用刺激性较强的药物作皮下注射。 
2. 选择注射部位时应当避免炎症、破溃或有肿块的部位。 
3. 经常注射者应每次更换注射部位。 
4. 针头刺入角度不宜超过45，以免刺入肌层。 

“皮下注射法”操作质量及评分标准 

操作质量及评分标准 标准分 
得分 

  

操作前 

准备 

(15 分) 

操作人员：着装整洁规范，洗手，戴口罩。 3   

患者：评估患者合作程度、病情、用药史、过敏史、注射
部位皮肤状况等；操作告知，取得患者配合。 

4   

用物：治疗车，无菌治疗盘，1ml/2ml一次性注射器，
药物，速干洗手液、碘伏棉签，无菌干棉球，弯盘，医嘱
执行单，锐器桶和垃圾桶，必要时备砂轮及纱布。 

5   

环境：温度适宜、光线充足，必要时为患者进行遮挡。 3   

操作 

流程 

(50 分) 

1. 核对医嘱：用药的剂量、时间及用法。 3   

2. 检查药物：查看剂量、浓度、有效期、有无变质及安

瓿有无裂痕。 
5   

3. 准备药物：按无菌技术操作原则备好药物。 5   

4. 携用物至床旁：核对患者信息及医嘱。 4   

5. 选择注射部位：取合适体位。 4   

6. 洗手，戴手套，消毒皮肤，消毒范围大于5cm×5cm。 4   

7. 再次核对药物，排尽注射器内空气。 3   
8.绷紧消毒区外皮肤：右手持注射器，以食指固定针栓，
使针头与皮肤呈30～40角（过瘦者可捏起注射部位皮
肤，同时角度可减小）迅速刺入针头的1/2～2/3。 

5   

9. 注射：固定针栓，抽吸活塞，无回血即可以匀速缓慢

推药。 
4   

10. 注射完毕：以棉签轻压针刺处，快速拔针后按压片刻。 2   

11. 将针头放入锐器盒，注射器及干棉球放于医疗垃圾

桶内。  
3   

12. 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整理床单元及用物，告知患者

注意事项。 
2   

13. 核对，洗手，记录；注意观察患者用药反应。 6   

质量 

评定 

(25 分) 

关爱患者，隐私保护，有效沟通。 7   

遵循查对、标准预防原则及无菌技术原则。 6   

操作熟练、规范，动作轻柔。 6   

用物备齐，处置规范，一人一具一用一处理。 6   

理论 
提问 
(10 分)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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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内注射法 

【操作目的】 

用于药物过敏试验、预防接种及局部麻醉的前驱步骤。 

【操作部位】 

1. 预防接种在三角肌外侧。 

2. 药物过敏试验在前臂掌侧下 1/3处。 

3. 局部麻醉前驱步骤时，在需要麻醉的局部皮内注射一皮丘，然后进行麻醉。 

【用物准备】 

用物名称 数量 用物名称 数量 

1ml/20ml一次性注射器 各 1 无菌治疗盘及弯盘 各 1 

75%乙醇或碘伏棉签 按需 砂轮或启瓶器 1 

无菌干棉签 按需 垃圾桶和锐器桶 各 1 

药物 按需 抢救药品 按需 

速干洗手液 1 医嘱执行单 1 

治疗车 1 砂轮及纱布（必要时） 按需 

【操作步骤】 

步骤及要点 注释及图解 

【操作前准备】 

1. 双人核对医嘱，至患者床旁询问、了解患者

身体状况，向患者解释操作目的，取得患者配合。 

2. 评估患者病情、注射部位皮肤状况，了解患

者有无药物过敏史。 

【操作过程】 

1. 按规定着装，洗手、戴口罩。 

2. 准备用物，“三查七对”，按规范配制药液，

放入无菌盘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