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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护理质量及术后恢复的作用 

阎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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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在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2018年 6月到 2020年 6月在
本院普外科的 120 例腹腔镜手术患者，经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实验组（60 例）与对照组（60 例），实验组应用优质护理，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建立气腹时间、调整术野时间以及腔内操作时间）、术中不良护理事件发生
率。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术中不良护理事件的发生率低于常规组，P<0.05。结
论：优质护理应用于医院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可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提升护理质量，减少术中不良护理事件
的发生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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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腹腔镜技术不断发展，腹腔镜技术的应用具有
微创、预后好、术中出血少等优势，腹腔镜在普外科中的应
用范围越广。虽然腹腔镜技术相比于传统开腹手术来说有较
大的优势，但终究属于一种创伤性手术，会给患者的机体一
定的创伤，也会有出现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为了降低患者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必须要予以患者必要的护理干预，并
提升护理干预的质量，减少术中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缩
短患者的住院时间，促进患者恢复

[1]
。本文主要以我院收治

的 120 例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患者为例，分析优质护理对患者
的临床护理作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普外科 2018 年 6 月到 2020 年 6 月收治的腹腔镜
手术患者当中抽取 120 例，在研究开展之前，患者需与我院
签署相关协议书。确定实验对象后经随机抽样法将患者分为
两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其中实验组男性 34 例，
女性 26 例；对照组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实验组的年龄范
围为 20~77 岁，平均年龄为（48±4.78）岁；对照组的年龄
范围为 22~78 岁，平均年龄为（48.23±4.42）岁。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如平均年龄、男女比例等，均显
示 P>0.05，可进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包括术前指导、
告知患者术前注意事项、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术后做好患者
的药物指导、切口护理等护理工作。 

在以上护理内容基础上，予以实验组患者优质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1）术前健康教育：术前护理人员需掌握患
者的相关资料，包括文化水平、疾病情况等，并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予以相应的健康教育，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在健康宣教时，护理人员可通过口头宣教、书面宣教等方式
开展，通过多渠道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为后续护理内
容奠定良好的基础。（2）心理护理：手术前患者通常会伴随
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紧张等不良情绪，为此需要予以
患者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主要是为了减少患者的不良情绪
对患者手术效果的影响；在心理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可通
过沟通、倾听等方式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也可通过抚触、
眼神交流、手势交流等方式缓解患者的紧张心理，同时也要
做好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让患者得到家属的精神支持。（3）
术中配合护理：患者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积极配合医
生完成术前手术器械的准备、消杀工作，术中器械的传递等
工作，同时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做好患者保温工作，避
免发生术中低体温情况。（4）病情观察：术后，护理人员需
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缩短每
次巡查的时间，避免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在患者的生命体
征稳定之后需要将患者转入普通病房，并做好相应的交接工
作；定期访视患者的病情恢复情况，做好患者术后心理护理，

根据患者病情变化情况进行沟通、宽慰患者，促使患者能获
得良好的情绪。 

1.3 研究指标 

（1）对比患者的手术时间：建立气腹时间、调整术野时
间以及腔内操作时间；（2）对比患者术中护理风险事件发生
率：仪器安排缺陷、手术标准错误、护理漏项。 

1.4 数据处理 

平均值±标准差（ X ±S）表示手术时间，百分比（%）
表示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手术时间应用 t 检验，护理风险
事件发生率应用 x²检验。统计学软件为 SPSS21.0 患者的检
验结果显示为 P<0.05 说明两组患者的数据比较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的手术时间 

实验组患者术中建立气腹时间为（9.36±1.58）min，对
照组为（12.18±1.98）min，差异显著（T=8.6231；P=0.0000）；
实验组患者术中调整术野时间为（0.58±0.11）min，对照组
为（1.67±0.25）min，差异显著（T=30.9124；P=0.0000）；
实验组患者术中建立腔内操作时间为（30.16±5.22）min，
对照组为（37.51±14.33）min，差异显著（T=3.7330；
P=0.0003）。 

2.2 对比患者术中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患者术中均未出现仪器安排缺陷、护理漏项、手
术标准错误等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0%；对照组出现仪器安排
缺陷的有 3 例，占比 5%，出现护理漏项的有 2 例，占比 3.33%，
出现手术标准错误的有 2例，占比 3.33%，总发生率为 11.67%。
差异显著（X²=7.4336；P=0.0064）。 

3 讨论 

腹腔镜技术在临床普外科中的应用范围较广，具有较多
优势，如创伤小、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等，给患者术后恢
复带来一定的应用价值。但是在患者的手术过程中，仍需要
予以患者必要的护理干预，旨在缩短患者的恢复时间，优质
护理的临床应用相比于传统常规护理来说更能控制好患者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将优质护理应用于患者的手术中，
可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减少患者腹腔内脏暴露时间，对患
者术后恢复有重要作用

[2]
。从研究结果上看：实验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术中护理风
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应用于腹腔镜手术患者的临床护理
中，可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促进患者术后恢复，降低术中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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