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

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成功率结

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同时抢救成功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2#$

%+

表
.

!

.

组患者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及抢救

!!!

成功率结果比较%

*

&

O

()

组别
*

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 抢救成功率

观察组
!5 68

$

!52#

%

!.

$

7/2"

%

对照组
7# /$

$

/526

%

58

$

6$2$

%

*

.

$!288 $!2.6

!

$

#2#$

$

#2#$

'

!

讨
!!

论

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过程#每一秒浪费都极有可能影响患

者的生命安全及预后)

5(6

*

+目前受急救医护人员认识不足,流

程不清,职责不明确等#急救室工作时常出现管理混乱状态#故

如何有效优化急救流程对快速而有序地开展急救工作至关重

要)

!($#

*

+该院主要从接诊流程,急救绿色流程及抢救流程
"

个

方面进行重点优化#其中接诊流程的优化为急危重症患者快速

抢救奠定了良好的时间基础(急救绿色流程的优化则能最大限

度避免患者因不能及时挂号,缴费等而延误急救时机(抢救流

程优化则有利于医护人员各就各位,职责分工明确地开展各项

急救工作+

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急救流程后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

平均接诊时间,抢救室护理干预时间及总急救时间均较优化前

明显缩短#提示优化后的急救流程更利于快速接诊,快速确诊

并实施急救(同时优化后对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基本生命支持

/IAG

内完成率明显提高#对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也有显著提

高#说明优化后的急救流程可提高急危重症老年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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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肝胆外科手术腹部引流管的临床疗效探讨"

曾维清!邓方英"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

8#.6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肝胆外科患者术后腹部引流管的临床综合护理效果$方法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5

月
$5#

例肝胆外科手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综合护

理!比较
.

组患者的拔管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

.

组患者均拔除腹腔引流管顺利出院!放置
9

型管者带管出

院!按指定时间返院拔管$观察组患者腹腔引流管和
9

型管的拔除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52./O

#显著低于对照组"

.$2./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综合护理可显著缩短拔管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是确保手术效果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

肝胆外科&

!

引流管&

!

护理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56.(78//

"

.#$/

#

$$($5"6(#.

!!

肝胆外科腹部手术后放置引流管可充分引流腹腔内的渗

液#对预防术后感染,胆管梗阻或狭窄等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

也有助于临床医师通过引流液的情况判断患者腹腔内病情变

化#对确保手术效果具有临床价值#而良好的护理是确保引流

管发挥作用的前提)

$(.

*

+现对该院手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的

$5#

例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取得良好的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5

月肝胆外科手

术后放置腹部引流管患者
$5#

例#年龄
.6

&

6!

岁#男
76

例#女

5"

例#其中仅放置腹腔引流管者
/5

例#同时放置腹腔引流管

和
9

型引流管者
$#8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

6"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项目资助$

.#$"(.(.5/

%+



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2/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围手术期常规护理#观察组

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2/2$

!

心理护理
!

由于患者对放置引流的目的不了解#同时

引流管引起不适#会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手术创伤等

综合因素#导致患者免疫力下降#易感染#影响术后康复)

"

*

+因

此#应在患者治疗全程使用心理护理#术后尤其更应进行心理

护理#取得患者及家属的积极配合#确保预期治疗效果+在护

理引流管或更换引流液体时#可向患者或家属介绍引流液体的

具体情况及其所反映的病情变化等#通过了解#消除顾虑+对

过度紧张患者#可遵医嘱进行药物镇静)

8

*

+

$2/2/

!

腹腔引流管的护理
!

严密观察引流液体#包括颜色,性

状,气味,引流量等#且不同时期观察的重点不同#术后第
$

天

引流出大量胆汁且患者出现黄疸#提示肝外胆管发生损伤(若

引流物含大量食物残渣且引流量多#则提示消化道损伤且可能

出现化脓性感染等)

/

*

+注意观察引流管是否通畅#防止引流堵

塞#具体操作方法是先一手用力捏住引流管远端#使其闭塞#另

一手从靠近腹壁处握住引流管#利用握力#由近及远依次挤压

引流管#然后双手同时松开引流管#利用重力作用和压力差#将

腹腔内液体排出)

5

*

+正确把握放置引流管时间#一般在无液体

引出后
.8:

拔管(若为预防性引流#则术后放置
.

&

"3

(其他

情况#要根据患者病情和医嘱情况#配合医师决定拔管时间及

拔管具体要求+

$2/2'

!

9

型管的护理
!

与腹腔引流管护理相同#但由于其放

置位置在胆总管下段#因此要防止引流袋过高出现胆汁反流而

导致逆行感染#同时要避免引流袋过低而导致胆汁过度流失+

每日更换引流袋#无菌操作并消毒接头处#观察引流管是否通

畅#记录引流胆汁的颜色,性状,引流量,有无沉淀等+

$2/21

!

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

$

$

%出血!出血是术后早期最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患者主要表现为腹痛,便血,甚至失血性休克

等#引流液体中可见大量血性液体+密切观察患者的血压,脉

搏,腹部体征和微循环等指征#必要时可进行局部穿刺探查出

血情况+若
9

型管引流出大量新鲜血液#提示引流管可能压

迫胆总管管壁#致使血管破裂+给予止血药物#并使用含肾上

腺素的冰生理盐水冲洗胆道#继续严密观察#若仍有出血#应报

告医师决定下一步处理方案)

6

*

+$

.

%引流管堵塞!引流管可能

因患者翻身等活动而较长时间受到扭曲压迫#加上可能因腹腔

内的积液发生凝固或坏死组织脱落#导致引流管堵塞+注意引

流是否通畅#若长时间堵塞#应进行冲洗#冲洗压力要适当#冲

洗液不宜过多+$

"

%引流管脱出!术后要妥善固定引流管#可通

过缝皮缝线结扎
X

胶布固定#嘱患者及其家属在翻身或其他活

动时避免牵拉引流管#且活动时引流袋位置要低于引流管+皮

肤松弛患者#更易出现引流管脱出#应随时调整固定胶带的松

紧度+同时也要加强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防止患者因引流管

导致的不适而自行拔管)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AG3'C>$"2#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
MaA

表示#应用
6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O

%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拔管时间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的腹腔引流管

和
9

型管拔除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拔管时间结果比较&

MaA

*

3

(

组别 腹腔引流管拔管时间
9

型管拔管时间

对照组
827a$2$ $828a$25

观察组
"2.a#2!

"

$.2"a$28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

/2/

!

.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
/

例发生

并发症#发生率
52./O

$

/

"

!#

%#分别是腹腔引流管堵塞
.

例#

腹腔引流管脱出
"

例+对照组患者
$6

例发生并发症#发生率

.$2./O

$

$6

"

!#

%#分别是感染
/

例#引流管堵塞
5

例#引流管脱

出
5

例+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讨
!!

论

良好的护理是确保引流管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本组在做

好基础护理的同时#治疗全程进行心理护理#提高患者的配合

度#缓解患者的焦虑紧张情绪#对做好其他护理和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7

*

+本组结果表明#与常规护理相比#综

合护理能有效缩短患者的拔管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而在

针对引流管的护理方面#需要重点观察引流液体的颜色,性状,

引流量等#并做好记录#同时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发现异

常及时报告医师#防止各种并发症+本组所有患者均拔除腹腔

引流管后顺利出院#放置了
9

型管者带管出院#按照指定时间

返院拔管+总之#良好的护理是患者顺利康复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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