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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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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

c&%

$理念在老年患者腹腔镜肝切除中的应用&方法
!

选择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在江津区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住院接受腹腔镜肝"左肝外叶$切除的老年患者"年龄
&

0+

岁$

0+

例!随

机分为
c&%

组"

,+

例$及对照组"

,+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围术期诊疗方法!

c&%

组采用快速康复的新型围术期

干预措施#采集两组患者术中的体温变化'苏醒时间'苏醒期寒战'躁动的发生情况'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下床活动

时间'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指标!评估
c&%

理念在腹腔镜肝切除老年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

c&%

组患者

肺部感染'尿道感染'胃肠道并发症及胸腹腔积液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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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围术期苏醒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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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战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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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发生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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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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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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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为"

(+)(@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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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首次进食时间为"

'+)('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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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时

间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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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住院时间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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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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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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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应用
c&%

理念能有效维持老年患者腹

腔镜肝切除术围术期的正常体温!缩短苏醒时间及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对促进老年患者康复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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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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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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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首例腹腔镜肝切除术至今已有

(+

余年#随着腹腔镜器械的不断改进及离断肝器械的发展#腹

腔镜肝切除术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有了显著提高#腹腔镜肝切除

的适应证亦在不断拓展+与传统的开腹肝切除相比较#腹腔镜

肝切除具有术野清晰,患者全身反应轻等优势+而老年患者生

理功能下降#免疫力减弱#全身细胞退行变#伴随疾病明显增

多#使老年患者的腹腔镜肝切除有其特殊性#行腹腔镜肝切除

的风险及难度明显增加)

(

*

+快速康复外科$

c&%

&理念是指在

术前,术中,术后应用各种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以减少手术应

激及并发症#加速患者术后的康复)

,

*

#这在老年患者行腹腔镜

肝切除术中有着明显优势+本研究通过对腹腔镜肝切除术老

年患者实施
c&%

措施#探讨
c&%

理念对老年患者腹腔镜肝切

除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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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江津区中

心医院肝胆外科住院并接受腹腔镜肝$左肝外叶&切除的老年

患者$年龄
&

0+

岁&

0+

例#随机分为
c&%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

c&%

组中男
'1

例#女
'(

例#对照组中男
'0

例#女
'*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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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见表
'

+本研究剔除严重营养不良,

罹患有严重基础疾病,急诊手术及不愿接受腹腔镜手术者+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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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1

年龄$岁&

术前体温

$

f

&

出血量

$

:"

&

手术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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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 0@)('_-)(' ,0)('_+)(' (+,)(1_(0),( 1=)-1_,()0+

对照组
,+ 00),(_@)*1 ,0)+=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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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对照组按照传统的围术期治疗和护理方法进行!

术前禁食,禁饮
1I

%常规留置胃管,尿管%术中不予以保温处

理%输液量不予以特别控制%术后应用阿片类止痛药或患者自

控镇痛%术后肠道通气以后停止胃肠减压并进食,饮水%术后

*1I

鼓励下床%术后
*1I

拔除尿管%腹腔引流管无明显液体引

出后予以拔出%术后常规应用抗菌药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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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组采用

c&%

护理学理念指导下的优化围术期护理流程#具体措施包

括术前措施,术中措施及术后措施+

$)/)$

!

术前措施
!

$

'

&心理护理!责任护士向患者详细介绍疾

病的检查,治疗流程#尤其是介绍主刀医生精湛的技术#告知快

速康复各阶段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对措施#围术期如何配合快

速康复措施的实施#树立患者的信心%$

(

&训练患者卧床排尿及

心肺功能锻炼!术前练习卧床排尿
(

!

,

次#对术后顺利自行排

尿十分重要%$

,

&非侵入性的术前检查和准备!除常规采集血液

及
5&

等检查外#一切术前准备都应使用非侵入性的操作#包

括术前不安置胃管,尿管等%$

*

&术前
,O

给予双歧杆菌,乳酸

杆菌及肠球菌三联活性菌制剂口服%$

@

&术前常规进行营养支

持%$

0

&术前访视!护士在术前
'O

进行访视#让患者了解手术

时间,手术过程,熟悉手术中的医护人员等%$

-

&保证术前当晚

的睡眠质量+

$)/)/

!

术中措施
!

$

'

&手术室护士亲切,温暖,礼貌的接待及

安慰,鼓励的语言可以缓解患者的紧张#降低其应激反应#在患

者麻醉后安置胃管及尿管%$

(

&保温!术前
'I

使用医用升温毯

对床垫进行预热#术中持续加热#维持
*(f

#使用充气式升温

毯覆盖下肢,对输液进行加温,术中使用温冲洗液+两组手术

室温度均维持于
(+

!

(@f

#湿度
@+A

!

0+A

%$

,

&优化麻醉方

法#减少麻醉药用量#缩短麻醉时间%$

*

&保证患者安全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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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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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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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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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液体输入速度及输入量%$

@

&保证手术质量的基础上缩短

手术时间+

$)/)'

!

术后措施
!

$

'

&术后镇痛!应用非药物性镇痛措施和非

甾体类药物按时给药#同时给予舒适的体位,肢体按摩等%$

(

&

清醒后鼓励患者床上活动#

0I

后开始饮水#

(*I

内鼓励患者

床边活动%$

,

&排尿!指导患者按术前训练的方法排尿#

(*I

内

拔除尿管%$

*

&控制输液速度#限制钠盐的输入#常规利尿%$

@

&

术后早期拔除引流管!术后腹腔非血性引流液小于
'++:"

则

予以拔出%$

0

&鼓励早期下床活动及呼吸道管理!术后
(*I

后

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指导深呼吸及有效咳痰的方法+

$)'

!

观察指标
!

记录患者入手术室体温,苏醒时体温%观察患

者苏醒期间寒战,躁动发生情况及苏醒时间%观察患者术后首

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进食时间,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

后感染$肺部感染,尿道感染&,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排气#

排便延迟#肠麻痹需通便治疗者&,腹腔出血,漏胆,胸腹腔积液

等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N_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复苏期情况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c&%

组的苏

醒时间,寒战发生率,躁动发生率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苏醒时体温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复苏期情况比较'

N_H

)

组别
1

苏醒时间

$

:D;

&

苏醒时体温

$

f

&

寒战发生率

$

A

&

躁动发生率

$

A

&

c&%

组
,+ (,)('_*)0=

#

,0)1+_+)(-

#

'()-(

#

'@)(,

#

对照组
,+ (=)0(_,)'1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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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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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术后并发症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c&%

组肺部感

染,尿道感染,胃肠道并发症,胸腹腔积液的发生率均较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在腹腔出血,漏胆,腹腔感染

及其他并发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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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1

)

组别
1

肺部

感染

尿道

感染

腹腔

感染

胃肠道

并发症

腹腔

出血
漏胆

胸腹腔

积液
其他

c&%

组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1

!

0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N_H

)

组别
1

首次下床

活动时间$

I

&

首次进食

时间$

I

&

排气时间

$

I

&

术后住院

时间$

O

&

c&%

组
,+ (+)(@_,)0@

#

'+)('_0)(,

#

'(),(_,)'@

#

,)(,_'),(

#

对照组
,+ (-)0=_@)(' '@)-(_*)1@ '1)(,_0)-( 0),(_()(,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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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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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c&%

组的

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进食时间,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明

显缩短#组间各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c&%

是指应用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据的优化处理措施#

能积极减少患者手术生理和心理的创伤应激#实施损伤控制#

促进各脏器的功能修复#以达到快速康复的目的)

*

*

+老年人由

于各脏器功能处于衰竭状态#且伴发疾病多#对各种有创手术

耐受性较差#这就增加了腹腔镜肝切除的难度和风险+

c&%

理念在腹腔镜肝切除围术期的应用尚未普遍开展#分析围术期

的复苏,并发症及康复情况是评估
c&%

理念的有效手段+本

研究对老年患者腹腔镜肝切除围术期实施
c&%

理念#通过对

干预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研究#旨在探讨其有效性及安全性+

')$

!

应用
c&%

理念对减少复苏期间并发症有积极作用
!

本

研究结果显示#

c&%

组较对照组复苏期间的苏醒时间提前#复

苏时体温明显升高#寒战及躁动发生率明显较少#体现了
c&%

理念在老年患者腹腔镜肝切除围术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人

体体温调节系统通常保持机体核心体温在
,-f

左右#而在老

年患者腹腔镜肝切除过程中#由于老年患者脏器的衰竭状态,

手术中的冲洗,暴露等因素#较长时间处于低体温状态#可诱发

机体一系列低温所致的并发症$呼吸抑制,血压下降,心动过

速,出血量增多,麻醉复苏延迟,各种心律失常,感染率增

加&

)

,

*

+严重者可诱发凝血功能障碍,低体温,代谢性酸中毒等

致死性三联征)

@

*

+本研究采用
c&%

理念维持患者术中的正常

体温#降低了患者麻醉复苏期寒战及躁动发生率#并缩短了复

苏时间+有研究显示对患者手术以外的身体部位实施综合保

温的
c&%

措施#可有效减少复苏期间寒战或躁动对中枢神经

的不良刺激#减少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

0B-

*

+

')/

!

应用
c&%

理念对减少术后并发症有积极作用
!

本研究

通过对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比较来评估
c&%

理念在老年

患者腹腔镜肝切除围术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研究结果表

明#

c&%

组的肺部感染,尿道感染,胃肠道并发症及胸腹腔积

液发生情况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

+)+@

&+有研究显示运

用
c&%

理念对患者术前状态及术后康复均具有积极作用#可

降低患者分解代谢#有利于患者承受手术应激)

1

*

#提高老年患

者免疫力#减少肺部感染的概率+老年患者进行肝切除手术因

其营养状况差,肝脏合成功能障碍及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使肠

管黏膜受损#抑制胃肠道节律性运动+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益

生菌的应用可以防止胃肠道菌群失调#维持肠道生态屏障#避

免致病菌移位定值引起感染性并发症)

=

*

+针灸电针也可刺激

胃肠蠕动以排气排便#促进早期进食#增加术后能量及蛋白质

的摄入#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胸腹腔

积液及感染性并发症)

'+

*

+运用
c&%

理念可以有效地促进早

期胃肠道蠕动#增进营养及药物的吸收%改善通气障碍#减少肺

部及尿道并发症的发生+

')'

!

应用
c&%

理念对促进术后康复有积极作用
!

本研究结

果显示#

c&%

组较对照组的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首次进食时

间,排气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体现了
c&%

理念在老

年患者腹腔镜肝切除治疗中显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运用

c&%

理念#可有效刺激胃肠道的蠕动#提高患者的舒适度#较

早恢复进食#促使患者早期床边及下床活动#并注重心理疏导

为患者快速康复提供了积极的心理保障#减少了对手术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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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术前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术后住院时间+

参考文献

)

'

*

#7DNIS

#

$N

H

J

M

;;c

#

U7N8

6

9DCT

#

7G8J)"8

6

89CFNC

6

DN7[NDB

FDC;CLV7;D

H

;JDE79J7FDC;F

)

T

*

)>VFG7G4

M

;7NCJ

#

'=='

#

-1

$

@

&!

=@0B=@1)

)

(

* 袁玉峰#王海涛#唐胜利#等
)

腹腔镜肝切除
(+

例临床分

析)

T

*

)

腹部外科#

(+'*

#

(-

$

,

&!

'=,B'=0)

)

,

* 陈荣珠#王桂红#英卫东#等
)

综合保温措施在肝癌手术患

者快速康复外科中的应用)

T

*

)

实用肝脏病杂志#

(+'*

#

'-

$

*

&!

,1*B,1-)

)

*

*

2O8:D;8$

#

Y7IJ7GS

#

&C:JD;FC;42

#

7G8J).;I8;N7O97B

NCE79

M6

8GIW8

M

FC

6

GD:Da7I78JGICKGNC:7F8;O97FCK9N7

KGDJDa8GDC;

!

8:7G8B8;8J

M

FDFCL98;OC:Da7ONC;G9CJJ7OG9D8JF

D;NCJC97NG8JFK9

M

79

M

)

T

*

)%K9

H

79

M

#

(+''

#

'*=

$

0

&!

1,+B1*+)

)

@

*

5899CJTY

#

U8EDF!c)?F7CL

6

79DC

6

798GDE7

6

8GD7;GW89:D;

H

F

M

FG7:FD;FK9

H

79

M

)

T

*

)̂9T!K9F

#

(+',

#

((

$

,

&!

',+B',()

)

0

*

S8F8;PI8;DS

#

$CI8:8::8OD.

#

$C8aa8:Dc

#

7G8J)&I7

7LL7NGFCLD;G98E7;CKFLJKDOFG7:

6

798GK97C;

6

79DC

6

798GDE7

I7:CO

M

;8:DNFDGK8GDC;

#

6

CFGBC

6

798GDE7FIDE79D;

H

#

8;O97B

NCE79

M

D;C9GIC

6

87ODNFK9

H

7

M

)

T

*

)58;>

6

79#CC!K9FT

#

(++-

#

(@

$

'

&!

(+B(*)

)

-

*

#7

M

;CJOF"

#

7̂NP:8;;T

#

YK9a2)379DC

6

798GDE7NC:

6

JDN8B

GDC;FCLI

M6

CGI79:D8

)

T

*

)̂7FG398NG#7F5JD;2;87FGI7FDB

CJ

#

(++1

#

((

$

*

&!

0*@B0*-)

)

1

* 陈平#姜海涛
)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门脉高压患者门奇断

流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影响)

T

*

)

肝胆外科杂志#

(+',

#

('

$

0

&!

***B**-)

)

=

* 张婧#程中
)

肠道微生态制剂及其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

T

*

)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1

#

(+

$

0

&!

*0,B*0-)

)

'+

*虞海玲
)

肝硬化脾切除联合断流术围手术营养护理的探

讨)

T

*

)

医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0@B'(00)

$收稿日期!

(+'@B'+B'+

!!

修回日期!

(+'@B'(B(=

&

!临床探讨!

雷达接触人员红细胞及相关参数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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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雷达接触人员红细胞及相关参数的变化特点&方法
!

采集
'*,

例雷达接触人员的静脉血

(:"

!采用
%

M

F:7[Q&B*+++D

血细胞仪检测
'+

项红细胞相关参数&结果
!

雷达接触人员红细胞'血红蛋白异常检

出率分别为
0')@A

'

1')'A

&红细胞平均体积'平均血红蛋白量'平均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分布宽度异常检出率

分别为
*)(A

'

')*A

'

'0)1A

'

')*A

&网织红细胞比率'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低荧光网织红细胞比率'中荧光网

织红细胞比率和高荧光网织红细胞比率异常检出率分别
1)*A

'

*)=A

'

*)=A

'

*)(A

和
-)+A

&结论
!

0')@A

和

1')'A

接触人员的红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浓度高于正常参考值上限!少数受检接触人员的红细胞呈高色素或小细

胞!骨髓红细胞系造血功能有所改变!但红细胞合成血红蛋白的能力正常&

"关键词#

!

红细胞计数#

!

血红蛋白#

!

网织红细胞#

!

雷达接触人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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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0-(B=*@@

"

(+'0

$

'+B',-1B+,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己把电磁辐射列入0造成公害的重要

污染1之一+目前#国内外实验研究显示#电磁波可引起机体神

经,内分泌,血液,免疫,生殖系统及晶状体的损伤)

'

*

+因此在

电磁辐射环境下作业的雷达接触人员健康状况是研究的热

点)

(

*

+本研究以血常规中红细胞相关参数为观察指标#对雷达

接触人员红细胞的变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从而为深入开展

电磁辐射对红细胞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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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海军某部基层雷达站的雷达接触人员
'*,

例#均为男性#年龄
'1

!

,=

岁#中位年龄
(,

岁#其中干部
((

例#战士
'('

例+

$)/

!

方法
!

采集每例受检者的静脉血
(:"

#采用
%

M

F:7[

Q&B*+++D

血细胞仪检测红细胞计数$

#̂ 5

&,血红蛋白浓度

$

SV

&,红细胞平均体积$

$5Z

&,平均血红蛋白量$

$5S

&,平均

血红蛋白浓度$

$5S5

&,红细胞分布宽度$

#U]

&,网织红细胞

比率$

#.&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

/#c

&,低荧光网织红细

胞比率$

"c#

&,中荧光网织红细胞比率$

$c#

&,高荧光网织红

细胞比率$

Sc#

&+

$)'

!

正常参考值
!

参照
(+'(

年
'(

月国家原卫生部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

"

*+@B(+'(

&/的血细胞分

析参考区间及
%

M

F:7[Q&B*+++D

血细胞仪质控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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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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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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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Sc#

!

+A

!

'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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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

异常检出率
<

低于和高于正常参考值人数之

和"受检总人数
'̀++A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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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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