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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探讨舒适护理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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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术前的临床效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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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分为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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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

7aE&

$&两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的日常护理!包括观察病情%控制血压%缓解疼痛等&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舒适护理&调查护理满意率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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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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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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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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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应用在
)

型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术前可以

有效地提高患者护理满意率!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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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是指在主动脉内膜撕裂前提下#主动脉腔血液

从撕裂口进入中膜层纵深向主动脉长轴向发展的疾病#起病

急#进展迅速#如果未及时进行紧急抢救#前期致死率高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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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夹层发作时#患者常表现为突发性剧烈持续

性'刀割样疼痛#休克及相应心血管及其他脏器缺血症状#在
#

周内的急性期施救过程中#如何快速'适宜的进行围急性期护

理对患者缓解恐慌感#保证身心健康十分重要)

#

*

(舒适护理的

核心强调整体化'个性化及舒适性#通过临床中的不断探索及

学习给予特殊患者人群以相应的个性化护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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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

研究中#选取
#&"&

年
I

月至
#&"%

年
I

月在本院心血管外科接

受治疗的
G&

例
)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分析并探讨舒适护理应

用在
)

型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术前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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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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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I

月至
#&"%

年
I

月在本院心血

管外科接受治疗的
G&

例
)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男
I"

例#女

"C

例#年龄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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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IC$8#h""$IH

&岁(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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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均被确诊%$

#

&年龄在
"8

周岁以上%

$

E

&符合手术治疗适应证(排除标准!$

"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病

变%$

#

&手术禁忌者%$

E

&非自愿配合本次治疗和研究者%$

I

&有

精神疾病者(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符合伦理规

范#允许研究(现将
G&

例患者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分为观察组

$

7aE&

&与对照组$

7aE&

&(观察组介入治疗
#E

例#保守治疗

H

例(对照组介入治疗
#I

例#保守治疗
G

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手术方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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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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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血压
!

两组患者降压药物均采用微量泵经过外周

静脉留置针通道泵入#泵入速度控制匀速#保持患者外周血压

控制在收缩压为
"&&

'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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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舒张压为
H&

'

8&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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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范围(在最初调适药物阶段#每隔
"&JK+

对患者进行一次

血压测量#同时监测患者四肢血压#在健侧测量值为基线的状

况下#对比上肢血压情况以及足背动脉搏动情况#从而判断夹

层是否进展(

$$/$/

!

疼痛护理
!

疼痛是主动脉夹层临床主要表现之一#因

此#疼痛护理是主动脉夹层患者护理中的重要步骤(护理人员

要耐心的倾听患者的倾诉#多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患

者转移注意力#鼓励患者家属与患者进行沟通(必要时可以根

据医嘱给予适量的止痛药物#帮助患者减轻疼痛(

$$/$'

!

心理疏导
!

主动脉夹层患者由于病情相对较重#且症

状明显#因此常常会产生恐惧心理#不利于接下来的治疗(护

理人员要主动关心患者的需求#帮助患者树立信心#配合医护

人员的工作#从而缓解紧张情绪(

$$/$1

!

监测病情
!

在患者术前#严格密切的监测患者的各项

生命体征变化#若有异常出现#及时的通知主治医师#配合医师

采取防治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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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
!

在以上
I

点的基础上#观察组加用舒适护

理($

"

&病房环境护理!保持病房环境通风好#光线明亮柔和#

每日定期对环境进行清扫(若条件允许#尽量将患者安排在单

人间或双人间#避免干扰#有利于病情稳定(对于多人居住病

房注意保证患者隐私#同时注意避免患者间相互打扰#影响休

息#限制探病时间#防止人员密集过多#打扰病患休息(医护人

员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注意态度吻合#言语轻柔#细心地为

患者讲述病情#分散患者注意力(每日早晚调整适当的照明模

式#及时的关好门窗#让患者有充分的睡眠时间#保证睡眠质

量#防止免疫力下降不利于健康恢复($

#

&物品安置护理!由于

患者病情需要#病房内可能安置必要的监测仪器和治疗仪器#

因此#在摆放的过程中#要注意整齐规范#报警音量要适中#避

免长时间大音量噪音影响患者休息#防止患者紧张情绪)

%

*

(当

有警报响起时#要尽快地赶到病房同时消除警报#检查仪器故

障#避免紧张气氛给患者带来压力(除此之外#为患者私人物

品提供存储衣柜#确保患者生活方便($

E

&生理舒适护理!在患

者入院期间#护理人员进行生理健康护理#包括帮助患者建立

健康的作息时间#避免长期卧床导致的睡眠质量问题#影响生

理周期)

G

*

(帮助患者合理饮食#少食多餐#多食用高蛋白'高营

养物质#避免辛辣油腻食物(急性期绝对卧床休息#卧位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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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持舒适(当病情稳定后#协助患者进行适量运动#改善血

液循环#避免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管线保留至够用长度即

可#尽量减少多余管线#防止各种管线对患者产生不便(情况

稳定后#保留患者自主生活的能力#尽量鼓励患者自行洗漱'用

餐以及排尿'排便#定期地对患者胃肠功能进行评估(定期地

对患者进行腹部按摩指导#对于排便不畅的患者可以根据医嘱

给予灌肠处理#排尿困难者则可以进行导尿处理(除此之外#

护理人员要协助患者进行适量的运动#不要长期保持同一体位

卧床#要变换体位#促进血液循环($

I

&心理护理!主动脉夹层

急性期患者由于病情突然#疼痛剧烈#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恐

惧'紧张等负面情绪#从而影响病情(因此#护理人员首先要向

患者讲述疾病的基本知识#让患者及家属对疾病有一定认识#

避免因不知情而导致的过度负面情绪(其次要善于倾听患者

的倾诉#了解患者的担忧与压力#帮助患者排解#增强患者信

任(勤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转移患者注意力#防止患者胡思

乱想#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

&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良好的

护患关系有利于促进患者与护理人员的沟通#使护理人员更加

详细'迅速的了解患者的病情#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除了与患

者保持良好关系#护理人员也要多与家属沟通#鼓励家属支持

患者'悉心陪伴患者(由于病情特点#主动脉夹层患者更容易

失去信心#且情绪起伏较大#家人的关怀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护理人员可以适当地向患者家属讲述沟通技巧#共同帮

助患者树立信心#恢复健康($

G

&宣教护理!针对性的定期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普及医学常识#让患者感到满足感(

让患者积极主动参与#提高自我效能#转移注意力#减轻不

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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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及量表
!

调查护理满意率和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

.1X1

&评分'焦虑自评量表$

'1'

&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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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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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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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对文章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
'2''"C$&

#计

量资料采取
H

检验#率的比较采取
!

# 检验#以
K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标准(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

观察组护理十分满意
"C

例#一

般满意
"&

例#不满意
"

例#护理满意率为
CG$GHD

(对照组护

理十分满意
"&

例#一般满意
"#

例#不满意
8

例#护理满意率为

HE$EED

(观察组护理满意率$

CG$GHD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HE$EED

$

K

%

&$&%

&(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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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精神状态对比
!

观察组
.1X1

评分'

'1'

评分和

'/'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K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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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精神状态对比#分%

Oh9

$

组别
7 .1X1

评分
'1'

评分
'/'

评分

观察组
E& G$IHh#$%% I"$8IhG$#I EI$GEh%$"E

对照组
E& "&$G#h#$8I IH$IIhG$I" E8$8ChG$&E

H %$CG E$IE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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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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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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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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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人文教育的逐渐深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日渐发

展#护理逐渐发展成有创新性'针对性'整体性的新学科#不仅

对日常生活护理存在要求#更是根据不同科室'不同疾病甚至

相同疾病的不同进展阶段应形成或规定不同的护理内容)

8

*

(

在不影响病情的前提下#以患者舒适为核心理念的/舒适护理0

应运而生#医疗护理逐渐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追求)

C

*

#那么如何

在现有医疗设备'现有人力资源配备条件下拥有更好'更舒适

的护理工作是目前主要追求的护理目标(经过护理人员在临

床工作经验及学习中的不断积累发现#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

因疾病的特殊性#其对护理要求也有所不同#为了更好的完善

护理细节#对疾病的精准把握十分重要(

主动脉夹层是循环系统中的灾难性危难急重症#也是一种

典型疾病#据临床调查显示#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态势#在未及

时治疗条件下#

I8N

内致死率高达
%&D

左右)

"&

*

(起病
#

周内

成为主动脉夹层急性期#其中根据夹层起源及受累部位分为三

型#其中
)

型尤指病变起源于降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开口远

端#并向远端扩展#可直至腹主动脉)

""

*

(根据患者疾病急性期

特点应设立特殊的护理细则#以保证患者就诊期间舒适的身心

体验(在日常护理中#除了遵循常规饮食护理如多食粗纤维易

消化及保证营养均衡外#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应少量多餐#

并多食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等果蔬(由于患者在急性期期间应

保持绝对的卧床休息#因此患者床上卫生应格外注意(协助患

者适当变换体位#定期对会阴等部位予以清洁#防止压疮及感

染发生#提高患者卧床舒适感(

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1X1

评分分别为

$

G$IHh#$%%

&分和$

"&$G#h#$8I

&分#前者分数明显低于后者#

表明经过舒适护理后患者焦虑程度明显降低#该结果与国内其

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这不仅与细心的环境安排有关#更

与护理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护理人员亲切和蔼的护理态度及

特殊心理舒适护理密切相关(在患者入住新病房时#主动及时

的介绍仪器设施等可大大降低患者因陌生环境产生的烦躁'不

安情绪#在交流中了解患者主要心理压力来源并勤于沟通排解

对于降低患者压力十分有效)

"E

*

(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发病

时十分迅猛#且疼痛感剧烈#急性期治疗期间对自身健康过分

担忧会加重其心理负担#于治疗无益)

"I

*

(勤于观察#当患者存

在部分焦虑时应当适当介绍治疗成功患者的案例#提高患者治

疗信心#并同时讲解治疗成功患者应如何配合#提高患者参与

度(除
.1X1

评分外#为了增加结果可信度#在本次研究中

还选择
'1'

及
'/'

评分#结果显示#观察组
'1'

评分为

$

I"$8IhG$#I

&分#

'/'

评分为$

EI$GEh%$"E

&分(与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
'1'

评分和
'/'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该结果与上述结论相符(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十分满意
"C

例#一般满意

"&

例#不满意
"

例#护理满意率为
CG$GHD

(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HE$EED

&#经统计学检验#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主动脉夹

层患者急性期期间予以特殊的舒适护理#给予患者舒适'安稳'

私密的休息空间#将/舒适0理念贯彻在患者周围环境乃至仪器

及周围设施安排方面)

"%

*

#周到'细致的护理方式使患者紧张感

降低#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则大大提高(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应用在
)

型主动脉夹层急性期患者术

前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舒适度#增强护患沟通#提高患者对护

理人员的满意程度#增加其依从性将有益患者疾病治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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