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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肿瘤外科患者围手术期的临床护理 
黄亮亮  文莉萍  常巧梅 

（延安市人民医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目的：探讨胸肿瘤外科患者在围手术期使用临床护理路径护理的效果：方法：随机抽选我院在 2018 年 8 月到 2019 年 8 月心

胸肿瘤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并且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采用临床路径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结果：两组效果对比中，

治疗组有患者 54 例，显效患者有 29 例，显效率为 53.7%，有效患者 23 例，有效率为 42.59%，无效患者 2例，无效率为 3.7%，总体有

效率为 96.15%；对照组有患者 54 例，显效患者 23 例，显效率为 42.59%，有效患者 20例，有效率为 37.03%，无效患者 11 例，无效率

为 20.37%，总体有效率为 79.62%。两组对照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方法使用在胸肿瘤外科手

术患者护理过程中效果良好，该种方法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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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手术在医学临床中是一种比较难的手术，对患者采用

胸外科手术，该种手术风险比较高，而且伤口创口大，手术完成

以后非常容易出现并发症。在胸外科的手术中，主要的并发症有

急性呼吸衰退，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不张等病症。这些并发症

都会对患者造成很多影响，严重时还会威胁患者生命。因此在临

床上需要采用特殊的护理方法，以此来提高治疗效果。本次研究

中主要是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在胸外科的手术护理中，观察该种护

理方法在围手术期护理的效果。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我院在 2018 年 8 月到 2019 年 8 月胸肿瘤外科接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并且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有患者 54

名，其中男性患者 22 名，女性患者 32 名，最大年龄 77 岁，最小

年龄 34 岁；对照组有患者 54 名，男性患者 31 名，女性患者 23

名，最大年龄 67 岁，最小年龄 32 岁。两组资料对比没有差异，

（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这些护理中包括给药护理、输液

护理、注射护理等。同时患者需要时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比如

对患者解决疑问等护理。 

1.2.2 治疗组 

治疗组的护理方法中包括了基础护理，并且在基础护理之上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方法，这种护理方法具体有以下方面的措

施。 

（1）根据患者手术以后的实际情况，采用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并且在使用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方法时，还对我科多名有经验的护

理人员和医生挑选，组织这些人员对护理流程和护理方法的编写，

实施过程中还会建立相应的表格，护理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

照表格内容实施护理[1]。 

（2）胸外科的手术护理中，需要根据肺癌患者手术、急性心

力衰竭手术、肺动静脉瘤手术和气管梗阻手术，这四种病症的手

术内容来开展护理方法的制定[2]。四种病症的护理内容中，主要包

括了健康指导，病患饮食注意事项，功能训练护理等。在护理人

员开展护理工作时，首要的任务是对患者家属进行宣教，让患者

家属认识到胸外科手术的风险，并且对后期一些需要注意的知识

了解。对家属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临床护理中提高治疗

效果。 

（3）对患者饮食教育：护理人员需要教育患者对天气的注意，

特别是寒冷季节需要注意保暖。患者不能够使用油腻的食物，不

能够暴饮暴食[3]。患者可以使用以下高蛋白食物，或者是低油脂食

物，患者饮食要注意清淡，多使用维生素高的食物。 

（4）护理工作中需对患者指导健康的运动，要求患者要放松

心情，患者可以多听音乐，随时进行深呼吸，多进行散步运动，

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些都能够提高患者的健康指数。 

1.3 统计学 

我们使用 SPSS15.0 软件包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采用 x2检验，用 P<0.05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效果对比中，治疗组有患者 54 例，显效患者有 29 例，

显效率为 53.7%，有效患者 23 例，有效率为 42.59%，无效患者 2

例，无效率为 3.7%，总体有效率为 96.15%；对照组有患者 54 例，

显效患者 23 例，显效率为 42.59%，有效患者 20 例，有效率为

37.03%，无效患者 11 例，无效率为 20.37%，总体有效率为 79.62%。

两组对照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护理效果对照 

组别 数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4（例） 29（例）53.7% 23（例）42.59% 2（例）3.7% 96.15% 

对照组 54（例） 23（例）42.59% 20（例）37.03% 11（例）20.37% 79.62% 

3.讨论 

胸外科手术难度高，后期并发症多，而且并发症对患者影响

严重。在胸外科的手术中为了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护理时主要

是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方法，该种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手术

后期的并发症，保证患者的身体健康。在本次的研究中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方法，该种护理方法对患者的护理效果只有 79.62%。

但是采用临床路径护理，有效率高达 96.15%。因此在胸外科的手

术中，可以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方法进行护理，以此提高治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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