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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位的应用效果

费志成，王雅玲，丁洪瑞，彭锐，刘腾飞，钱晨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手术室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探讨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位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治疗的患者 132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66）和对照组（n=66），

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侧边入路泊位，观察组给予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位。比较两组的围

手术期指标、护士空间管理能力评分、医师满意度评分。结果：观察组术前准备时间和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护

士空间管理能力评分和医师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位在达芬奇辅助

机器人手术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能够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手术室的空间效率和手术团队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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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sharp-angle headside docking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of the operating table for bedside robotic arms

FEI Zhicheng, WANG Yaling, DING Hongrui, PENG Rui, LIU Tengfei, QIAN Chen

(Operating Room,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Jiangsu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harp-angle headside docking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of the operating table 
for bedside robotic arms in Da Vinci robot-assisted surgeries. Methods: A total of 13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Da Vinci robot-assisted 
surgery at Jiangsu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4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66) and the control group (n=66).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bedside robotic arm docking via the lateral 

side of the operating tabl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sharp-angle headside docking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Perioperative 
parameters, nurses’ spatial management competency scores, and surgeons’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shorter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and operative  ti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long 

with higher nurses’ spatial management scores and surgeons’ satisfaction scores (P<0.05). Conclusion: Sharp-angle headside docking 
of bedside robotic arms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intraoperative spatial efficiency and team satisfaction in Da 

Vinci robot-assisted surgeries without compromising surgical outcomes, which is clinically applicable.

Key words  Bedside Robotic Arm System; Docking; Robotic Surgical System

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作为一种先进的微创手

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手术操作

中，以其精确的手术操作和优异的手术视野获得了

医生和患者的高度评价 [1]。然而，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系统体积较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手术室的空

间利用。传统布局中达芬奇床旁机械臂系统沿手术

床侧边入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手术需要，

但随着手术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手术种类的增加，传

统侧边入路布局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这种布局方式

可能导致手术区域空间狭窄，影响手术操作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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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效率 [2]，还可能增加巡回护士和器械护士的工

作难度，影响其空间管理能力的发挥 [3-4]。因此，寻

找和验证更加有效的机械臂布局方式，适应不断变

化的手术需求，成为提升手术效率和安全性的关键

任务之一。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达芬奇

机械臂布局方式——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

锐角泊位，将机械臂设置在手术床头侧，并与手术

床纵轴成锐角，预期能够为手术区域提供更为宽敞

的空间，提高手术操作的灵活性和效率，同时减少

手术准备时间，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基于 

此，本研究通过探讨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

锐角泊位的应用价值，旨在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

术中机械臂布局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

提高手术效率和手术室的空间利用率，提升医护人

员的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样本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N=Z2×[P×（1-P）] / E2，其中 N 为样本量，Z 为统 

计量，P 为概率值，E 为误差值。当 Z=1.96，E=10%， 

P=0.5 时，N=96。临床实际中常存在部分患者排除

或剔除脱落，因此本研究选取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的

患者 132 例。纳入标准：①采用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系统行直肠手术或前列腺手术；② 18~65 岁； 

③肿瘤分期为Ⅰ期；④依从性高，能配合治疗者；

⑤术前无放化疗等治疗者；⑥患者及家属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①存在沟通障碍、意识障碍者； 

②存在精神疾病史者；③ Karnofsky 评分 [5]<80 分。

采用信封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66）和对照组

（n=66），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次研

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观察组给予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

侧锐角泊位（如图 1）。①手术室布局调整：根据

手术类型和患者体位需求，调整手术室内部布局，

确保有足够空间放置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并允

许医护人员自由移动。确保所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

工具均在易于取放的位置。②机器人系统检查：在

机器人进入手术室之前，对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

进行彻底地预检，包括机械臂的活动范围、各连接

部位的稳固性、电缆和管线的无损状态以及系统软

件的正常运行。③机器人定位：根据手术计划和患

者的具体情况，将达芬奇机器人床旁机械臂沿手术

床纵轴头侧以锐角泊位摆放。确保机器人的位置不

会妨碍手术区域的无菌操作，同时允许麻醉医师和

巡回护士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工作。④患者定位与固

定：在机器人摆放完成后，将患者移至手术床，并

根据手术需求调整患者体位。使用适当的固定装置

确保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因体位移动

导致的手术风险，同时连接所有必要的监测设备，

如心电图、监护仪等。⑤无菌操作区域准备：在机

器人机械臂和手术工具接触患者之前，对手术区进

行严格的无菌处理，包括使用无菌覆盖物覆盖机器

人机械臂和手术区域。⑥手术过程中的调整与协

作：手术过程中，根据手术进展情况，需要灵活调

整机械臂的位置和角度，以适应手术区域的变化。

同时，护士需密切配合手术医生和麻醉团队，确保

手术流程的顺利进行，并在护理文书中记录手术时

间、术前准备时间、术中出血量等信息。⑦手术结

束后的处理：手术完成后，先断开手术工具与机械

臂的连接，然后在维持无菌条件下移除所有覆盖物。

对达芬奇机器人及手术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以备 

下一次使用。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x±s]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BMI

（kg/m2）
Karnofsky 评分

手术类型

男 女 直肠手术 前列腺手术

观察组（n=66） 41（62.12） 25（37.88） 42.25±9.98 22.21±2.01 89.23±1.92 42（63.64） 24（36.36）

对照组（n=66） 38（57.58） 28（42.42） 44.10±10.15 22.43±1.92 88.82±1.70 39（59.09） 27（40.91）

t / χ 2 值 0.284 -1.056 -0.645 1.299 0.288

P 值 0.594 0.293 0.521 0.196 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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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常规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侧边入路

泊位（如图 2）。①在手术前，将达芬奇机器人的

床旁机械臂安置于手术床的侧边，与手术床保持平

行配置，确保机械臂在不干预手术区域和无菌操作

的前提下，为手术团队提供必要的操作空间。②手

术过程中，根据手术步骤的需要，适时调整机械臂

的位置和角度，以确保手术操作的顺利进行。③术

后认真清洁机械臂，并将仪器归位。两组患者术中

均未发生术中中转开腹。

1.3 观察指标 ①通过查阅病历系统记录患者围手

术期指标，包括性别、年龄、BMI、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②使用护士空

间管理能力评分（参照《手术室护士腹腔镜手术空

间管理能力的培训》[6] 设计）对当班护士的空间能

力进行评估。巡回护士的 7 项评估标准包括：a. 确

保手术体位安全且不需调整；b.仪器设备布置得当，

便于医生使用；c. 腹腔镜设备放置适宜，确保清晰

视野；d. 医生站位舒适，无须改变；e. 静脉输液位

置选择恰当，不影响手术进行；f. 引流袋位置合适，

便于监测；g. 麻醉区域布局合理，便于病情监控和

紧急处理，总分70分。器械护士的3项考核标准为：

a. 器械台布置规范；b. 护士站位恰当；c. 器械传递

高效便捷，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表示空间管理能力

越好。③利用院内自制评价表对手术医师及麻醉医

师满意度进行评估。手术医师共评估7项内容：a.体

位安全且稳定；b. 手术区域清晰可见；c. 仪器设备

布置适宜，使用方便；d. 医生站位舒适，操作便捷；

e. 器械台设置方便取用；f. 器械护士位置适宜，器

械传递顺畅；g. 静脉输液位置恰当，不影响视野。

麻醉医师共评估 3 项内容：a. 麻醉区域布局合理，

监控病情便利；b. 静脉输液部位适当，便于用药； 

c. 引流袋放置恰当，易于观察引流情况。手术医师

评分及麻醉医师评分各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

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n（%）]表示，

组间比较行 χ 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术前准备时间和手术时间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

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

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观察组巡回护士、器械护士及空间管理能力总评分

高于对照组，手术医师和麻醉医师满意度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凭借其高度灵活的机械

臂和精细的操作能力，为复杂的手术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精确度和可视性 [7]。然而，机械臂的布局方式

对手术室的空间利用效率、手术团队的操作便利性

以及最终的手术效果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传统的床

旁机械臂布局在多数情况下能有效支持手术进行，

但在特定情况下，其布局可能导致手术室内空间的

利用不充分，影响手术团队的协作流畅性，进而可

能延长手术准备时间，甚至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 [8]。

此外，曾建等人 [9] 的研究中虽然明确了达芬奇手术

机器人对手术室空间布局的具体要求，但并未详细

探讨布局对手术效率和安全性的实际影响，也未提

供具体数据支持布局建议的有效性。针对这些限制，

图 1 观察组泊位

Figure 1 Dock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图 2 对照组泊位

Figure 2 Dock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458

◆论著·Article ◆

本研究提出了床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

位的新型布局。这种布局方式考虑到了手术室内空

间的全面利用和手术操作的灵活性需求，在保证手

术质量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机械臂的泊位，实现了

更优化的空间配置和机械臂运动路径 [10]。这不仅提

升了手术操作的灵活性和准确性，还优化了手术团

队成员的空间分布和流动性，从而有助于优化医护

配合度，提高手术效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头侧锐角泊位的观察

组在术前准备时间和手术时间上明显优于传统侧边

入路的对照组，表明头侧锐角泊位布局有助于缩短

术前准备时间，加快手术进程，从而提高手术室的

使用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头侧锐角泊位布局优化

了机械臂的位置和角度，使得手术区域更加宽敞，

术前准备更为迅速，提高了手术操作的灵活性和效 

率 [11-12]。此外，这种布局也便于手术团队成员之间

的协作和沟通，减少了不必要的移动和调整，从而

缩短了整体手术时间 [13-16]。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

组在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等围手术期指标上

差异不显著，这是由于这些指标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患者个体差异、手术类型和复杂度等，而机械

臂布局方式对这些指标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在空间管理及满意度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的护士空间管理能力评分及医师满意度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表明头侧锐角泊位布局不仅优化了

手术室的空间利用，还提高了手术团队的工作满意

度。具体原因为，头侧锐角泊位布局通过改善手术

室内的空间分配，提供了更加合理和舒适的工作环

境，使得手术配合人员能更有效地进行空间管理，

减少了不必要的移动和干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

确性 [17-18]。同时，这种布局也为手术医师和麻醉医

师提供了更好的操作空间和视野，减少了手术中的

不便和压力，从而提高了医师工作满意度 [19-20]。观

察组的护士空间管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表明改

进的机械臂布局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手术室空间，减

少手术中的物理干扰和潜在错误，这对于手术准确

性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而医师高满意度评分则反

映了手术团队对于手术流程和结果的认可，较高的

团队满意度与手术成功和患者安全密切相关。当手

术医师和麻醉医师对手术环境和流程感到满意时，

其更能专注于手术本身，从而提高手术的精确性 

和成功率。

综上所述，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中应用床

旁机械臂沿手术床纵轴头侧锐角泊位，能够在不影

响手术效果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手术室的空间效率

和手术团队的工作满意度。未来，该布局方式有望

表 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x±s）

组别
术前准备时间

（min）
术中出血量

（mL）
术后排气时间

（h）
术后下床活动

时间（h）
术后住院时间

（d）
手术时间
（min）

观察组（n=66） 22.12±5.56 110.05±32.21 22.25±2.16 28.84±5.13 8.89±1.03 155.45±56.65

对照组（n=66） 30.45±6.62 115.59±30.06 22.65±2.43 29.25±4.43 9.05±1.01 180.81±52.21

t 值 -7.828 -1.022 -1.000 -0.491 -0.901 -2.674

P 值 0.008 0.309 0.319 0.624 0.369 0.008

表 3 两组护士空间管理能力及医师满意度评分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nurses’ space management competence and surgeons’ satisfac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x±s）

组别
护士空间管理能力评分 医师满意度评分

巡回护士 器械护士 总分 手术医师 麻醉医师

观察组（n=66） 62.54±12.21 26.64±2.03 87.50±8.22 93.43±1.78 92.01±1.93

对照组（n=66） 50.03±13.06 21.21±2.45 72.40±8.01 81.15±1.88 80.13±1.88

t 值 5.685 13.865 10.688 38.534 35.82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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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的优选布局策略，进一

步提升手术效率和手术质量。然而，本研究仅在江

苏省肿瘤医院进行，缺乏其他医院的验证数据，且

手术类型较为单一，未来应采用更大样本量和多中

心设计，延长随访时间，以更全面地评估床旁机械

臂泊位方法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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