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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临床在治疗外科疾病时，手术作为主要

治疗手段，同时也是属于有创治疗方式，以手术方式虽

然能够对患者症状及病痛进行解除，但是也会对患者机

体造成程度不同损伤，增加其发生应激反应，不利于促

进患者术后尽快恢复及改善患者预后 [1-2]。与此同时，手

术室作为手术治疗重要场所，操作环节较多且较为复杂，

易增加手术风险，故而积极提供有效护理模式则显得至

关重要。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经借助多学科、多模式方式，

基于循证医学基础上对各项护理内容进行优化，利于降

低患者在治疗期间身心方面出现应激反应，以帮助患者

平稳度过围术期为目的，促进患者尽早恢复机体功能，

具有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及降低患者再

入院、死亡风险的作用 [3-4]。本试验以分析将快速康复外

科理念运用与手术患者中的干预效果为目的，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是 2021.06 至 2022.07 就医的患者，病例数共计

100 例，数字奇偶法作为 2 组的分组方式，对照组：年龄

分界值及均龄在 22 岁至 60 岁（41.04±7.89 岁），有 30 例

为男性，有 20 例为女性；观察组：最高龄及最低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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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20 岁，均龄 40.78±7.65 岁，男女患者数量各 25 例。

对组间对象相关资料实施分析后显示，P ＞ 0.05，表明

此次试验可进行对比，且符合临床医学伦理学相关要求。

试验者纳选要求为：（1）经相关检查后需接受手术治疗；

（2）无手术禁忌证；（3）知晓试验流程且配合度良好；

（4）所有试验所需资料齐全无缺失；（5）意识清晰能正

常与他人交流。排除：（1）伴有精神、智力、意识障碍

疾病；（2）伴有重要脏器功能异常；（3）伴有血液系统

疾病；（4）伴有凝血功能异常；（5）试验中途因其他原

因退出。

1.2 方法

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后，指导其在术

前 3d 时进食流食，并将术中需注意事项向患者进行讲

解；在术前时指导患者禁食，经静脉补充液体；抒情做

好肠道方面准备工作，对患者肠道进行清洁；术后常规

置管，待患者肛门排气后可指导其进食一些流食等；观

察组则提供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措施为：（1）术前护理：

在患者进入至医院接受治疗时，需结合患者临床特点为

患者制定出全方位护理计划，对患者围术期内易发生症

状进行分析，设计出应急处理方案；根据患者及家属对

于疾病知识的了解度，做好疾病知识及治疗知识普及工

作，将术后易发生并发症类型向其进行讲解，以此来引

起患者及家属重视度；向患者强调围术期间需注意事项，

进一步提升其依从性，进而积极、认知配合各项治疗工

作开展；术前积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告知其手术

治疗计划，掌握患者的病史及病情，鼓励患者能够勇敢

地面对手术，防止其在术前出现不良情绪，影响到手术

工作开展；在术前不控制患者饮食，叮嘱其在麻醉前 6h

时禁止进食固体类食物，在术前 2h 时可适当饮用一些热

饮；除了低位直肠术或者耗时较长大手术以外，不需要

置入尿管；（2）术中护理：合理控制手术室温湿度，将

其调整为适宜范围内；密切监测患者各项身体指标变化，

如血压、心率、体温等，注意补液量，合理调整补液速

度；协助患者合理调整体位，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

及时上报主治医师并配合相应干预措施；熟练配合医师

做好麻醉准备工作，根据手术操作顺序，为其提供手术

器械，确保手术顺利开展；待取得满意麻醉效果后，需

及时对患者血压进行控制，避免过度波动，降低手术刺

激对于患者机体所造成的影响；在术中密切关注患者体

温变化，对于术中需使用液体、冲洗液等进行加温处理，

对非手术区域以毛毯进行覆盖，预防患者术后发生低体

温；（3）术后护理：a. 在患者回到病房后，需对自控止

痛泵进行检查，查看其是否连接通畅及稳妥，指导患者

与家属合理运用自控止痛泵，确保镇痛效果；b. 在术后

1d 时由手术室护士对患者进行回访，指导其尽早开展活

动，先在床上进行双下肢运动，在确保各种管道留置妥

善情况下，对身体进行左右转动；之后下床进行活动，

初始时可在床缘进行站立，待逐渐适应后可在房内进行

慢走，逐渐从室内走至室外，以循序渐进为原则，每日

进行 3 次至 4 次运动；通过在早期指导患者尽早下床活

动，利于促进患者胃肠功能尽快恢复，减少各项并发症

发生风险，但需叮嘱患者不可盲目、强行运动，以身体

耐受度为宜；c. 鼓励患者术后尽早进食，利于促进胃肠

道功能恢复，避免由于禁食所致内环境紊乱与发生并发

症；待患者清醒后，可使用温开水对其口唇进行湿润，

待其处于完全清醒状态后，可指导患者少量饮用温开水，

在每次饮水后，需对患者腹痛、腹胀、呕吐等情况进行

评估；d. 指导患者展开功能训练，逐渐提升运动强度；

借助气压治疗仪、肢体循环仪等仪器预防患者发生下肢

静脉血栓；e. 在患者出院时，指导其多休息，适当进行

运动，注意日常饮食以及及时至院复诊等。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临床指标，包括：a.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b. 排

气时间；c. 下床活动时间；d. 住院时间；

（2）并发症，包括：a. 应激性溃疡；b. 切口感染；

c. 寒颤；d. 出血；

（3）满意度，包括：a. 护理舒适度；b. 护理安全；

c. 护理态度；d. 住院环境，单项指标 0 分至 10 分，护理

效果与得分呈正比。

1.4 数据处理

试 验 数 据 的 分 析 选 以 统 计 学 软 件（版 本 为 SPSS 

22.0），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 表示，以卡方值 /x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以 t 值检验，分析后显示组

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 ＜ 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临床指标

表 1 知，观察组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P ＜ 0.05。

表1　临床指标差异（x±s，d）

组别 例数
胃肠功能

恢复时间
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

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50 2.13±0.38 4.11±0.49 2.34±0.29 8.37±1.65

观察组 50 1.24±0.35 2.37±0.45 1.31±0.25 5.65±1.21

t 值 - 12.181 18.494 19.022 9.400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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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并发症

表 2 知，观察组发生例数比对照组低，P ＜ 0.05。

表2　并发症差异（n，%）

组别 例数
应激性

溃疡

切口

感染
寒颤 出血 总发生

对照组 50 2 3 1 4 10（20.00）

观察组 50 0 1 0 1 2（4.00）

x2 值 - - - - - 6.061

P 值 - - - - - 0.014

2.3 满意度

表 3 知，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各项指标得分更高，

P ＜ 0.05。

表3　满意度差异（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舒适度 护理安全 护理态度 住院环境

对照组 50 7.24±1.05 7.36±1.17 7.53±0.91 7.48±0.84

观察组 50 8.63±0.97 8.29±0.64 8.57±0.69 8.73±0.52

t 值 - 6.876 4.931 6.439 8.947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手术室属于医院重要组成部分，而手术则是临床治

疗疾病的重要干预手段，虽然以手术方式能够对患者临

床症状进行缓解，抑制疾病进一步发展 [5-6]。但是在实际

治疗期间，手术治疗会对患者机体造成程度不同损伤，

促使大部分患者术后机体恢复时间较长，一旦未得到有

效护理，易对手术疗效造成不良影响，再加上术后患者

发生并发症风险较高，会导致其康复时间被延长的同时，

还会增加患者身心压力与经济负担，故而需重视手术室

护理服务，对护理方法进行改进，以此来提升手术室护

理服务质量 [7-8]。快速康复护理是通过结合循证医学相

关信息，可充分调动患者、家属与护理人员积极性，进

一步提升其主观能动性，进而为患者提供优质性、全面

性护理服务，具备以安全性高及目的性强等优势，有利

于减少手术对患者机体所造成的创伤，同时还能对护患

间关系进行改善，利于促进其尽早康复 [9]。本试验结果

显示，干预后观察组各项临床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且观察组并发症率及各项满意度得分比对照组

优，P ＜ 0.05，可见运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可确保患者

手术安全性，减少手术对于患者机体所造成的创伤，对

促进患者术后恢复及增加患者满意度起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将快速康复护理运用于手术室护理中，

所得到的干预效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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