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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理念渗透到腹外疝围术期 
患者护理中的价值探析

谭春苗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广西 河池 546300

【摘要】目的 : 浅析快速康复理念渗透到腹外疝围术期患者护理中的价值。方法 : 研究时间 :2020 年 1—12 月；研究对象 :90 例
腹外疝患者；分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围术期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护理模式)与对照组(围术期给予常规护理)，每组45例。
对比分析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 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首次排便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
时间均较短；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 腹外疝患者围术期给予快速康复理念护理干预可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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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外疝发生在腹股沟区域，病因为腹内压力高、腹壁强度低等
因素导致腹壁解剖结构出现病理变化，使腹腔内脏器经腹壁薄弱
点向体表外突出，常见类型包括腹股沟疝、股疝、脐疝等 [1-2]，高发
于男性。临床上多主张手术治疗腹外疝，常见术式包括腹腔镜疝
修补、无张力疝修补术等 ；而围术期给予有效护理干预是促进康
复的重要前提 [3-4]。文章纳入我院于 2020 年 1—12 月间收治的
90 例腹外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评价围术期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护
理模式干预效果，现将本次研究全部内容整理后作以下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 :2020 年 1—12 月 ；研究对象 :90 例腹外疝患者 ；

分组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5 例。对照
组中男性 40 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 (43.1±7.8) 岁 ；疾病类型 ：
腹股沟直疝 27 例、腹股沟斜疝 14 例、股疝 4 例。实验组中男性
41 例，女性 4 例，平均年龄 (43.8±8.1) 岁 ；疾病类型 ：腹股沟直
疝 25 例、腹股沟斜疝 15 例、股疝 5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围术期实施常规护理 术前提供健康教

育，指导患者做好术前准备、备皮、各项检查 ；禁食禁饮 6h，术前晚
灌肠，术前常规访视 ；术后监测体征变化，给予用药指导、生活护
理、健康教育，待排气后给予饮食护理，给予出院指导。

1.2.2 实验组患者围术期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护理模式，具体
方法如下 ：

1.2.2.1 术前护理，术前运用心理放松疗法干预，主动为患
者提供健康教育，缓解患者紧张焦虑情绪，稳定生理与心理状态，
提高患者治疗配合度，保持最佳身心状态积极面对手术 ；术前 2h
指导患者适当饮水，相应缩短禁食禁饮的时间，减轻不适感。

1.2.2.2 术中做好保暖护理，运用保温毯、术中加温体腔冲
洗液，密切配合医师操作，提高手术效率 ；术后 2h 指导患者进食
清水，6h 进食流食，指导患者咀嚼口香糖，促进肠道蠕动 ；术后 2h
协助患者翻身，被动活动患者四肢，鼓励患者早期做深呼吸运动，
术后 6h 鼓励患者离床活动。

1.2.2.3 术后预见性评估患者并发症风险，采取预防手段，
指导患者有效咳嗽、咳痰，主动评估疼痛程度，给予多样化镇痛措
施，每日观察切口表现，执行无菌操作。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首

次排便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
1.3.2 护理满意调查问卷包括护理技能、服务态度、解决问

题能力及并发症预防共 4 个方面，分为非常满意、一般和不满意
三个等级，得分越高，满意度越佳，其中 90~100 分为非常满意，
70~89 分为一般，小于 70 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将此次研究中各项与所选取病人相关的数据导入 SPSS 19.0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则使用 % 的形式来表示，数据资料用 χ2

检验，P<0.05 时证明数据具有明显差异性，符合统计学要求。
2 结果

2.1 两组比较康复各项指标
实验组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首次排便时间、首

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康复各项指标情况 (n=45，例 )

组别 术后排气时
间 (h)

术后下床活
动时间 (h)

首次排便时
间 (d)

首次下床活
动时间 (h) 住院时间 (d)

实验组 18.30±1.54 10.48±2.03 2.00±0.57 1.18±0.30 4.80±1.00
对照组 23.11±1.80 15.91±1.47 4.10±0.60 2.47±0.47 7.35±1.16

t 13.621 14.533 17.022 15.520 11.169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评价并发症情况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并发症情况 [n(%)]

组别 肠道损伤 切口血肿 阴囊积液 补片感染 发生率 (%)
实验组 0 1 0 0 1(2.22)
对照组 0 4 2 0 6(13.33)

χ2 － － － － 3.873
P － － － － 0.049

2.3 评价满意度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比较满意度 [n(%)]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
实验组 34 9 2 43(95.56)
对照组 16 20 9 36(80.00)

χ2 － － － 5.075
P － － － 0.024

3 讨论
对腹外疝手术患者应用围术期快速康复理念护理干预需要控

制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通过实施快速康复理念，优化围术期
护理措施，加速病情康复 [5-6]。

近年来，临床飞速发展快速康复理念，该理念在临床多种疾
病护理中获得广泛应用，护理目的包括减轻手术创伤应激反应，
降低并发症风险，缩短住院时间，加快患者的康复 [7]。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首次排便
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 ；实验
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分析原因发现，实验组应用围术期快速康复理念护理干
预，该模式具有合理性、规范性、科学性的特点，护士充分帮助患者
解决围术期遇到的多种护理问题，完善常规护理模式的缺陷，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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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理性思维，确保护理工作良性发展，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
足患者自身护理发展需求。术前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干预，减轻
病情对患者身心健康的困扰，满足患者心理护理需求，解决心理问
题，促进护患沟通，改善护患关系，快速康复理念不赞成术前常规
肠道准备，提出术前 2h 为患者提供饮水，改善肠道不适感，降低
术中不良反应风险，术中做好保暖干预，稳定生命体征状态，提高
手术效率 [8] ；术后早期为患者提供饮水进食，指导患者咀嚼口香
糖达到“假饲”目的，缩短肠道麻痹时间，促进排气，术后鼓励患者
早期离床活动，逐步增加活动量，预防肠道粘连，术后充分尊重患
者主观护理需求，预见性防范并发症发生，给予出院指导，加快康
复速度，改善预后 [9]。

综上所述，临床应用围术期快速康复理念护理干预可提高腹
外疝患者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加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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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6 页 ) 降低安全事故风险 [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干
预前两组轻度、中度焦虑占比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干预后实验组轻度焦虑占比 81.33%，高于对照组 45.33%，中度
焦虑占比 18.67%，低于对照组 54.67%，表明实验组患者焦虑改
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满意度 96.00%，高于对照组
86.67%，P<0.05。分析原因发现，实验组应用心理护理联合细节
管理干预，护士为患者提供细节护理，为患者提供主动、优质、热
情、高效的护理服务，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规范各项护理流程，将细
节管理落到实处，避免护理工作疏漏，提高患者工作积极性，进一
步提升工作价值，护士树立主动的细节管理意识，树立预见性、预
查性、预防性的服务意识，克服护理工作的随意性，观察护理工作
中的隐患与薄弱处，应用针对性管理措施，提高工作质量 [7]。科室
自创 SPCOB 交接班模式，纳入家属共同参与决策，提供循环交接
班模式，确保交接班信息清楚，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调整方案进
入下一循环 [8]。护理过程中给予心理护理支持，尊重理解患者，护
理过程中用心关注患者，及时疏导不良情绪，提供人文关怀，倾听
患者诉求，关注患者感受，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提高患者满意度，改
善焦虑情绪。

综上所述，临床给予心理护理联合细节管理干预可改善神经
内科重症患者焦虑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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