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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全麻腹腔胃肠道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的研究

周道琴"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胃肠胸外科
!

8#8###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全麻腹腔胃肠道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全麻状态下腹腔胃肠道手术患者
$$#

例!采用数字法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

照组予以常规临床护理措施!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比较
.

组患者手术后肠功能恢复情况%手术

前后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患者肠鸣音恢复时间%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以及住

院时间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观察组治疗后的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以及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2#/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全麻腹腔胃肠手术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其术后肠功能的恢复具

有临床意义$

"关键词#

!

针对性护理&

!

全麻&

!

腹腔胃肠道手术&

!

肠功能恢复&

!

影响分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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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56.(78//

"

.#$/

#

$$($58/(#"

!!

全麻腹腔胃肠道进行临床手术的患者#可能存在较为严重

的并发症#予以相应的护理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

*

+有研究报

道#常规用于临床围术期的护理内容虽具有一定效果#但对于

并发症的预防效果相对较差#针对性护理干预则可较好地弥

补)

.

*

+现探讨针对性护理措施对于全麻腹腔胃肠道手术患者

手术后的肠功能恢复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全麻腹

腔胃肠道手术患者
$$#

例#男
56

例#女
8"

例+年龄
..

&

5!

岁#平均年龄$

/!2/a"2"

%岁+其中胃大部切除术
/"

例#胃穿

孔修补术
$7

例#肠粘连松解术
$!

例#肠切除术
.#

例+采用数

字法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观察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平均年龄$

/628a.27

%岁+胃大

部切除术
./

例#胃穿孔修补术
7

例#肠粘连松解术
$#

例#肠切

除术
$$

例+对照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

平均年龄$

/!2"a.26

%岁+胃大部切除术
.!

例#胃穿孔修补术

$#

例#肠粘连松解术
!

例#肠切除术
7

例+

.

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手术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

%

#2#/

%+具有可比性+

$2/

!

研究方法
!

对照组予以常规临床护理措施#包含症状监

测,用药护理等内容+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

干预+

$2/2$

!

心理护理
!

患者入院后
.8:

内实施心理疏导#重点评

估患者心理状况#与其沟通并充分了解其需求及感受#针对性

地予以解释+详细介绍手术过程中的知识#缓解心理压力#促

使患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帮助其树立意志和信心+同

时明确告知手术的必要性及安全性#讲解术后可能出现的胃肠

道反应和功能恢复的过程#从而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

治疗依从性+

$2/2/

!

健康宣传教育
!

为患者在手术前和手术后
.8:

重点

宣教呼吸和有效的咳嗽咯痰等训练#及术后护理基本知识+宣

讲术后早期应进行的活动方式和重要性#如可以增加肠蠕动#

促使肛门排气和排便提前#降低肠粘连并发症+

$2/2'

!

体位护理
!

麻醉未清醒的患者#应先去枕平卧#使患者

头偏往一侧#避免呕吐而造成误吸+手术后
5:

待患者清醒且

生命体征稳定之后#予以半坐卧位#此举可使腹腔的渗出液进

入盆腔#局限感染部位#避免感染往上蔓延而导致膈下脓肿+

腹部手术之后要求患者保持半左卧位能够降低手术缝合切口

的张力#利于疼痛的缓解及切口愈合+

$2/21

!

饮食护理
!

手术前依照患者的营养状况由护理人员指

导进食一些高热量和高蛋白以及低脂饮食+避免食用辛辣和

刺激性食物#予以充足营养#确保机体能够储备足够热量#从而

增加手术耐受能力+术后在患者胃肠功能得到恢复之后即可

遵医嘱进食#第
$

天可进约
/#

&

!#I-

的流质饮食(第
.

天

$##

&

$/#I-

的流质饮食#第
"

天可进软食#然后根据患者自

身恢复情况逐渐调整饮食计划#严禁食用牛奶,豆浆以及甜食

和油腻性食物等+

$2/22

!

功能锻炼
!

手术后
5

&

.8:

可进行床上运动#护理人

员需指导患者进行四肢的伸展运动和抬臀运动#并协助患者在

床上翻身+手术后
.8

&

6.:

可下床活动#护理人员应在床旁

指导患者的首次下床活动#并加以鼓励+手术后
6.:

应逐渐

提高患者运动强度#将患者可站立完成各类活动#逐渐增加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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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速度及距离作为主要的目标+

$2'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手术后肠功能恢复情况#手术前后

的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21

!

效果评价
!

$

$

%腹胀程度评分)

"

*

!满分
/

分#无腹胀为
#

分#中度腹胀
"

分#重度腹胀
/

分+手术后
5:

记录患者的腹

胀程度#每
8:

记录
$

次#待肛门排气后根据均值进行记录+

$

.

%睡眠评分)

8

*

!使用
+*++

睡眠评分对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

判定#

/

分制表示#将总分定为
/#

分#其中分值大于或等于
."

分是失眠#分值越高则睡眠质量也越差+$

"

%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情况评分)

/

*

!使用医院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测定#总分
$##

分#分值大于或等于
!#

分为满意#

5#

&

!#

为一般#

$

5#

为不满

意+将满意和一般的比例作为满意率+

$2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组间比较使用
*

. 检验#计量数据以$

MaA

%表示#应用
6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

组患者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肠鸣

音恢复时间,排气时间,首次排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少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手术后肠功能恢复结果比较&

MaA

(

组别
*

肠鸣音恢复

时间$

:

%

排气时间

$

:

%

首次排便

时间$

:

%

住院时间

$

3

%

观察组
// .#28!a82!.

"

"!2"5a52#"

"

/82/5a$82#!

"

52"!a"2.$

"

对照组
// .72/5a82#6 /72"5a$#2$7 7.287a$!28$ $#2.8a.266

6 $#2568 $"2$/" $.2$"6 526/.

! #2### #2### #2### #2###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

/2/

!

.

组患者手术前后腹胀程度与睡眠评分结果比较
!

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以

及对照组治疗后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手术前后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结果比较&

MaA

(

组别
*

腹胀程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6 !

睡眠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6 !

观察组
// "25!a$2.$ $2$8a#27!

"#

$.2#7! #2### ./25!a/287 ."2..a82""

"#

.25#7 #2#$#

对照组
// "2/6a$2"" .2/5a$2."

#

82$"/ #2### ./255a"26! .82$8a/2#6

#

$26!" #2#6!

6 #28/8 52575 #2#.. $2#."

! #25/$ #2### #27!. #2"#!

!!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2#/

(与治疗前比较#

#

!

$

#2#/

+

/2'

!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

&

O

()

组别
*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 85

$

!"258

%

"

!

$

$82//

%

$

$

$2!.

%

"

/8

$

7!2$!

%

"

对照组
// "5

$

5/28/

%

$#

$

$!2$!

%

7

$

$52"5

%

85

$

!"258

%

6 8267$ #2.55 62#8# 62#8#

! #2#.7 #25#5 #2##! #2##!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2#/

+

'

!

讨
!!

论

临床上接受胃肠道手术的患者通常在术后易产生程度各

异的并发症状#如腹胀,腹痛以及肠麻痹等+此类并发症的产

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以及生命健康#所以临床围

术期过程中为患者提供相应的护理措施十分必要)

5

*

+焦文芹

等)

6

*报道显示#胃肠手术患者以往的护理措施虽然涵盖面相对

较广#但实施的针对性欠佳#对并发症的护理效果方面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本组通过针对性护理措施应用于胃肠道手术

患者的围术期#寻找对疗效更有帮助的新型护理措施+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肠鸣音恢复时间,排气时间,

首次排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少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治疗

后的腹胀程度评分与睡眠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以及对照组

治疗后的水平#与
T'G;>

等)

!

*的报道结果相似#提示实施针对

性护理干预措施对全麻腹腔内胃肠道手术患者在手术后的肠

功能恢复更佳#能够较好地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并使其获得更

好的睡眠质量+原因为!$

$

%由于针对性护理措施首先通过健

康宣传教育和心理干预使患者对自身病情做到深入了解#同时

缓解其不良负性情绪#帮助患者积极树立健康治疗心态)

7

*

+

$

.

%通过疼痛护理和体位护理#以及饮食护理和功能锻炼等措

施#对患者术后肠道功能的恢复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其不仅

可以有效地促进接受腹部手术的患者更加迅速地恢复自身胃

肠功能#加速排气#同时还可缓解腹胀和便秘等相关不良反应+

$

"

%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重点针对的是患者的肠道功能改善

而采取的相应护理措施#因此#其并非单独存在的护理方案#而

是基于常规护理#并进一步加以改善的护理内容+

f'G

H

等)

$#

*

研究报道#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可将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减少

约
$#O

&

$/O

#与本组研究结论相符+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实施针对性

护理能够较好地提高患者的积极护理体验+与鞠贞会等)

$$

*和

UDFN:'??

等)

$.

*的报道基本一致+本组认为这可能和针对性护

理中的心理护理等措施拉近了护理人员与患者间的距离#同时

使患者家属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护理过程中有关+

综上所述#为全麻腹腔胃肠手术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对其术后肠功能的恢复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具有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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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支撑抬臀挺腰法预防骨科牵引患者压疮的临床探讨

王艳平!胖艳敏!于海凤"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医院骨一科
!

#58$##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三点支撑抬臀挺腰法预防骨科牵引患者压疮的临床效果$方法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

月
!8

例一侧下肢骨折牵引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

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

予翻身%叩背及四肢功能锻炼等&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由责任护士负责给予三点支撑抬臀挺腰法指导患

者进行功能锻炼$比较
.

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患肢疼痛%发生压疮%腹胀%肺部感染等并发症情况及首次排便时间和

住院时间$结果
!

观察组患者焦虑
"#27/O

!患肢疼痛
"!2#7O

!压疮
$

例!腹胀
8

例!肺部感染
.

例!总发生率

$5256O

!平均首次排便时间"

"62"5a$#2/8

#

:

!住院时间"

"52.$a"2".

#

3

$对照组患者焦虑
/72/.O

!患肢疼痛

55256O

!压疮
8

例!腹胀
5

例!肺部感染
/

例!深静脉血栓形成
.

例!总发生率
8#28!O

!平均首次排便时间"

6.28"a

$$267

#

:

!住院时间"

8"26"a82$.

#

3

!

.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三点支撑抬臀挺腰法功能锻

炼!能减轻疼痛%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减少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关键词#

!

骨科牵引&

!

三点支撑抬臀法&

!

压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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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56.(78//

"

.#$/

#

$$($586(#"

!!

下肢骨骨折是外科常见骨折类型#骨折后患者需要长期卧

床休息#肢体活动受到一定限制#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恐惧,疼痛等反应#而且长时间卧床不及时进行功能锻炼会导

致压疮,患侧肢体疼痛加重,腹胀,便秘等并发症发生)

$("

*

+因

此#在进行细致周全的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患者合理,有效的

功能锻炼#能减少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现探讨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三点支撑抬臀挺腰法进行功能锻炼

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

月收治的
!8

例一侧下肢骨骨折牵引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

例#对照组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56

岁#平均年龄

$

5#2/a"25

%岁(股骨颈骨折
6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5

例#股骨

干骨折
$7

例#胫腓骨骨折
$#

例(行下肢皮牵引
$"

例$其中皮

牵引术后改为骨牵引术
!

例%(骨牵引术
.7

例$其中股骨髁上

牵引
$!

例#胫骨结节牵引
!

例#跟骨牵引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6.

岁#平均年龄$

5$2/a82.

%岁(股骨颈

骨折
!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8

例#股骨干骨折
.$

例#胫腓骨骨

折
7

例(行下肢皮牵引
$$

例$其中皮牵引术后改为骨牵引术
/

例%(骨牵引术
"$

例$其中股骨髁上牵引
$5

例#胫骨结节牵引

$#

例#跟骨牵引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患者均为

首次骨折#入院前未接受其他治疗#且均无其他器质性病变+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了解实验内容#本实验经过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2/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包括安全指导,健康

-

68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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