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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围手术期患者实行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洪玉  夏丹丹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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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实验评估临床为肝胆外科患者实施围手术期护理时应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的效果。方法：80 例肝胆外科患者
为实验样本，选择时间即 2019.5- 2021.5，均实施手术方案，抽签形式将患者均分成参照组、研究组，40例患者一组，参照组
围手术期间行一般护理，研究组围手术期间行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比较二组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围手术期指标均较参照
组优，P 值＜0.05。结论：与一般护理方案相较，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在肝胆外科围手术期护理工作中存在明显优势，可以促
进患者身体术后恢复速度，减少治疗护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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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手术方案较常用于胰、脾、胆、肝等方面的疾

病，肝胆体系具有复杂性结构组织，手术难度较高，在此过

程中，多数肝胆外科患者存在较重心理负担，致使手术风险

增加
[1]
。围手术期实施一般护理方案可以配合医生完成手术，

术后对患者体征变化、病情亦有良好监测，然而，该方案对

患者心理负担无良好举措。基于此情况，我院选择肝胆外科

患者 80 例为对象，讨论在该类患者围手术期时，落实个性化

护理干预方案的效果及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样本选择时间即 2019.5-2021.5，80 例肝胆外科患

者中含有 56 例男性及 24 例女性，年龄分布在 28 岁至 65 岁

范围，年龄均值是（43.18±6.62）岁；按照抽签方法实施分

组，即参照组 40 例患者、研究组 40 例患者。二组基本资料

不具备明显差异，P值＞0.05，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1.2 方法 

参照组：于围手术期实施一般护理方案，即为患者实施

体征监测、指导饮食、病房护理、宣教干预等。 

研究组：于围手术期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1）手

术前干预，注意患者心理变化，若出现焦虑、不安、恐惧情

绪，护士应即刻展开护患交流措施，对患者疑惑之处进行解

答，在此过程中，护士需持耐心友好态度；此外，还需将手

术过程、术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可能出现的术后并发症等

进行说明，益于增进患者配合程度；提示患者手术之前禁饮

食，若患者存在较强饥饿感，且表示无法承受时，可将葡萄

糖溶液通过静脉输注方式输入患者体内。（2）手术期间干预，

对患者体位进行针对性指导调整，合理调控室内湿度、温度，

通过暖水袋方式确保患者术中体温，能够避免出现低体温症

状。（3）手术后干预，依据患者术后疼痛程度为基础，选择

合理镇痛方式，以缓解患者疼痛感受，针对疼痛程度在承受

范围内的患者，可以通过交流、听音乐等分散注意力方式缓

解，针对疼痛程度无法承受，影响睡眠的患者，可以按照医

嘱，为患者提供镇痛效果良好的药物；此外，需对引流管的

情况进行紧密观察，若产生异常症状，应即刻与医师取得联

系。手术 1 天后，需及时配合患者完成体位更换，并以患者

身体情况为依据，适当展开床上肢体活动训练；手术 2 天后，

应督促患者进行下床活动训练，不可过度活动，活动幅度亦

不可过大，以免出现伤口裂开等不良事件。（4）离院干预，

患者离院之前，应以患者身体恢复程度为基础，为其编制个

性化生活护理干预方案，督促患者于离院后落实，以使患者

身体康复速率提高。 

1.3 观察指标 

比较组间护理效果，记录患者下床活动、排气恢复、初

次进食等时间，及住院天数，整理后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系统整理统计数据，（ sx  ）负责描述计量数

据，t核查；P 值＜0.05，说明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护理效果比较 

研究组护理效果明显较参照组优，P 值＜0.05。详情可

见表 1所示。 

表 1  对比护理效果（ sx  ）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

（d） 

排气恢复 

（h） 

初次进食 

（h） 

住院天数 

（d） 

参照组 40 4.69±1.57 39.17±12.61 38.29±10.94 14.65±4.82

研究组 40 3.21±0.38 30.42±5.97 30.59±6.72 10.58±3.64

t - 5.7946 3.9665 3.7930 4.2617 

P - 0.0000 0.0002 0.0003 0.0001 

3 讨论 

手术属于侵入性操作，能够诱发多种并发症，肝胆外科

患者采取手术方案过程中，需重视临床护理工作，实施优质

的护理方案，是保障临床安全性、减少并发症的良好手段
[2]
。 

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优势较佳，是通过手术前、手术期

间、手术后等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的方案，用于护理肝胆外科

患者时，患者术前心理状态良好，对手术疗法的认知水平提

升，手术期间体温获得保护，减少了低体温症发生，手术后

护理，患者疼痛症状好转，下床活动及排气恢复等时间均减

少，身体恢复良好，住院天数随之下降，这对于减轻患者经

济压力、心理负担而言有重要影响
[3]
。 

实验结果显示，研究组的护理效果优于参照组，差异显

著，P 值＜0.05。说明该护理模式较适用于肝胆外科患者的

围术期护理工作中，护理质量优异，术后身体康复效果优异。 

综上所述，肝胆外科患者实施手术方案期间，予以个性

化护理干预方案，患者术后恢复情况较优，住院时间明显缩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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