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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综合护理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苏醒期癿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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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认分析给予妇科腹腔镜术患者针麻醉苏醒期斲以针对性综合护理干预癿临床效果及应用意义。斱法：抽叏癿临
床资料 64例为本陊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期间收治癿行妇科腹腔镜术后麻醉苏醒期患者，将关以每组 32例均分为对
照组不观察组。对照组给予患者行常觃基础护理模式干预措斲，观察组则给予患者常觃护理基础上，再行针对对性综合护理模
式干预措斲。结果：不对照组相对比，患者经护理干预后，在血压、心率、焦虑评分及护理总满意率斱面，观察组均明显更优，
组间各挃标数据对比差异性明显，即 P＜0.05，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给予妇科腹腔镜术患者针麻醉苏醒期斲以针对性综
合护理干预，获得良好癿临床治疗效果，丏治疗安全性更高，兴有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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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腹腔镜术在妇科手术中应用较为广泛，该手术的
优点是手术准确性高、创伤小、预后好；其缺点是患者术中
易出现强烈的应激反应，尤其是患者在麻醉苏醒期所产生的
躁动，极易因其肢体无意识乱动，而导致患者手术创面出血，
甚至裂开，从而影响手术效果。本文探讨分析给予妇科腹腔
镜术患者针麻醉苏醒期施以针对性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及应用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取的临床资料 64 例为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行妇科腹腔镜术后麻醉苏醒期患者，将其以每
组 32 例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所选患者中，年龄均为 
24-45 岁，平均年龄（34.29±5.41）岁；体重均为 45-67kg，
平均体重（52.01±5.22）kg。所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

且自愿参与。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性不大，即
P＜0.05,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者行常规基础护理模式干预措施，观察组

则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基础上，再行针对性综合护理模式干预
措施。 

对照组
[1]
：护理人员需为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病

房内温湿度适宜；需密切观察患者情绪状态，视情进行心理
护理干预；手术期间，协助患者取适宜的体位，同时，关注
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就要化情况；手术后，关注患者麻醉苏醒
期心电图、体温、血压等情况，同时，针对患者呼吸状况，
视情为其吸痰处理或者予以呼吸机辅助呼吸。 

观察组
[2]
：一是常规护理干预同对照组患者。二是给予

患者针对性综合护理模式干预措施。①心理护理干预措施。
护理人员需充分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并实施有效的心理疏导、
安抚鼓励、倾听诉求，以缓解患者心理负面情绪，提高患者
对治疗的依从性。②环境护理干预措施。针对患者病情需要，
护理人员需确保病房环境舒适、安静、清洁，同时，定期对
病房消毒，保持适宜的温度与湿度，以确保患者休养。 ③健
康教育指导措施。护理人员对患者所掌握的正确健康教育知
识程度进行评估，并制定与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指导，
以提高患者对疾病基础知识以及手术治疗安全性、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及治疗效果的知晓率。 ④饮食护理措施。护理人员
将合理膳食要求告知为患者及其家属，尤其是在患者术前 1d，
嘱咐其食用易消化食物，从晚上开始，则只可食用半流质食
物。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心率、焦虑评分
情况。（2）观察分析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护理满意率情
况。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分析所涉及观察指标数据均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23.0 进行分析处理，若组间对比结果 P＜0.05 时，则说
明各指标对比差异性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显著。 

2 结果 
2.1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心率、焦虑评分

情况 
见表 1 示，护理干预前，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性，即 P

＜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组间对比结果 P＜0.05 时，则说明各指标对比差异性明显，
存在统计学意义显著。 

2.2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护理满意率情况 
下表 2 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明显优

于对照组，且组间对比结果 P＜0.05 时，则说明护理满意率
指标对比差异性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显著。 

表 2 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护理满意率情况对比[n(%)] 

3 讨论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针对妇科腹腔镜术患者术中及术后，

所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在治疗的同时，再辅以针对性综合
护理干预措施，利于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综合所述，给予妇科腹腔镜术患者针麻醉苏醒期施以针
对性综合护理干预，获得良好的 

临床治疗效果，且治疗安全性更高，该护理模式对于有
效缓解患者心理不良情绪，减少其躁动发生率，稳定患者血
压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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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心率、焦虑评分情况( x ±s) 

组别 舒张压（mmHg） 收缩压（mmHg） 心率（次/min） 焦虑评分（分） 

对照组(n=32) 
护理前 80.64±3.70 130.51±4.33 71.34±4.05 61.30±5.42 
护理后 94.16±0.63 148.29±1.29  86.27±1.13 50.20±1.37 

观察组(n=32) 
护理前 80.30±3.07  130.75±5.16 71.16±3.85 62.27±5.72 
护理后 86.17±0.36 137.28±0.59 78.28±1.28 40.17±1.27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32 15（46.88） 14（43.75） 3（9.38） 29（90.62） 

观察组 32 18（56.25） 14（43.75） 0 32（100.0） 

x
2
 - - - - 4.371 

P - - -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