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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心胸肿瘤外科患者手术后采用优质护理技术，观察该种护理方法的效果。方法：随机抽选我院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7 月心

胸肿瘤外科手术患者，并且把患者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治疗组采用优质护理。结果：两组满意度对照，治疗组有

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 19 例，非常满意率为 52.77%，满意患者 15 例，满意率为 41.66%，不满意患者 2 例，不满意率为 5.55%，总体满意

率为 94.44%；对照组有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患者 16 例，非常满意率为 44.44%，满意患者 12 例，满意率为 33.33%，不满意患者 8 例，不

满意率为 22.22%，总体满意率为 77.77%。两组对照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优质护理使用在心胸肿瘤外科护理中，该种

护理技术效果优秀，因此在临床上可以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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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肿瘤外科手术风险高，患者创口大，手术以后容易出现并

发症。基于此，需要在护理过程中提高护理技术，帮助患者度过手

术危险期，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本次研究主要是在心胸肿瘤外

科采用优质护理技术，观察该种技术在护理中的效果，方便优质护

理技术能够更好推广。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我院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7 月心胸肿瘤外科手术患

者，并且把患者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有患者 36 人，其中

男性患者 20 人，女性患者 16 人，最大年龄 71 岁，最小年龄 34 岁；

对照组有患者 36 人，男性患者 19 人，女性患者 17 人，最大年龄

77 岁，最小年龄 30 岁。两组资料没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

意义。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该种方法中采用患者需要时提供护

理服务，同时给予患者给药护理、输液护理等护理措施。 

1.2.2 治疗组 

治疗组采用基础护理的基础之上，使用优质护理方法，该种护

理主要有着以下方面内容： 

（1）术前护理：一般的情况下患者知晓自身病症后，都会有

着相应的担心，患者在手术以前会有着焦虑、恐惧等症状，严重时

患者还会拒绝治疗，采用自杀的方法来规避手术。护理过程中需要

开展心理护理，采用亲切的态度帮助患者，并且向患者讲解医师的

情况，以及对一些手术知识讲解，如果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让患

者和手术成功患者交流[1]。这些措施开展，能够打消患者顾虑，缓

解患者紧张情绪。患者有信息战胜病魔，对提高疗效有帮助作用。 

（2）指导患者呼吸护理：开展患者呼吸指导护理过程中，有

着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缩唇呼吸法。患者采用鼻孔吸气，闭口缩

唇呼气，该种动作和吹口哨相似，患者练习时需要每天 3 次，每次

约 15 分钟左右。二是腹式吸气法。患者把双手放置在上腹部，要

求全身肌肉放松，使用鼻孔吸气。采用该种呼吸方法的要诀是吸气

时腹部鼓起，呼气时上腹部内收，使用均匀缓慢呼吸。患者每天练

习 3 次，每次练习 15 分钟。三是呼吸保健操。护理人员需要指导

患者扩胸运动，进行深呼吸训练，保证四肢活动，还可以适当做下

蹲运动，以此来到达保健呼吸的作用[2]。 

（3）术后护理：术后护理主要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患者手术完后需要观察患者的病情，特别是对患者的生命体征需

要观察。患者采用麻醉手术时，呼吸道会有痰液，护理工作时需要

指导患者对痰液的咳出，以此来保证呼吸正常。二是对患者进行心

理辅导，护理人员需要采用亲切的态度和患者交流，患者有问题时

护理人员要解答，同时还要保证医疗环境的干净整洁，这些方面的

工作开展有利于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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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满意度对照，治疗组有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 19 例，非常

满意率为 52.77%，满意患者 15 例，满意率为 41.66%，不满意患者

2 例，不满意率为 5.55%，总体满意率为 94.44%；对照组有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患者 16 例，非常满意率为 44.44%，满意患者 12 例，

满意率为 33.33%，不满意患者 8 例，不满意率为 22.22%，总体满

意率为 77.77%。两组对照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数例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治疗组 36（例） 19（例）52.77% 15（例）41.66% 2（例）5.55% 94.44% 

对照组 36（例） 16（例）44.44% 12（例）33.33% 8（例）22.22% 77.77% 

3.讨论 
心胸肿瘤外科手术有着创口大，手术风险高特点，患者接受该

种手术后，容易在后期发生并发症。因此需要护理人员开展护理工

作时，采用针对性的优质护理技术，保证患者手术后平安度过危险

期，以此来达到治理的效果[3]。本次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组对照

的方法来研究优质护理手段的临床效果，具体来看，两组满意度对

照，治疗组有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 19 例，非常满意率为 52.77%，

满意患者 15 例，满意率为 41.66%，不满意患者 2 例，不满意率为

5.55%，总体满意率为 94.44%；对照组有患者 36 例，非常满意患

者 16 例，非常满意率为 44.44%，满意患者 12 例，满意率为 33.33%，

不满意患者 8 例，不满意率为 22.22%，总体满意率为 77.77%。对

数据分析，治疗组采用优质护理方法，患者明显满意度高，因此该

种方法适合在心胸肿瘤外科护理中采用。 

综上所述，采用优质护理能够提高患者疗效、提高护理质量，

实现患者满意的效果。同时开展的心胸肿瘤外科优质护理工作，该

种方法主要针对的是心胸肿瘤外科患者，要根据患者特点采用心理

护理，以此来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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