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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置胃管在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护理体会不置胃管在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护理体会

刘小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不置胃管在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护理。方法：选取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院内接受远

端胃癌根治术患者共 7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入院序列数为基础，采用随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70 例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不置胃管综合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对比两组的术后恢复情况；

并发症发生率以及营养状态。结果：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对接受远端胃癌根治术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

采用不置胃管综合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同时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营

养状态，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不置胃管；远端胃癌根治术；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率；营养状态

Nursing experience of distal gastric cancer radical surgery without gastric tube placement
Liu Xiaol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Xi’an 710061, Shaanx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ostoperative care of distal gastric cancer without gastric tube.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3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mode of integrated care without gastric tube. The recov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tritional statu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distal cancer radical surger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not gastric tub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t the same tim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nutritional statu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has excellent effec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no gastric tube; distal gastric cancer resectio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complication rate; nutritional status

大部分胃癌患者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其病症通常与

胃溃疡、胃炎等疾病的特征相似，在早期很容易被忽略。

而晚期胃癌为患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使其生理以及

心理均处于极度恶劣的状态。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胃癌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仅次于肺癌。胃癌的发展属于渐

进过程，长期以来，胃癌的诊断率相对较低，资料显示：

存在 69% 左右的患者在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2]。在胃癌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多采用手术治疗，传

统的手术治疗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其存在

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等。

现阶段随着临床外科微创理念以及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

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相比于传

统的开腹式手术，其具有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以

及术后恢复快等方面的优势 [3-4]。但手术仍属于侵入性操作，

难以避免的会对患者机体造成损伤，现阶段有学者指出，

通过应用无管化技术能够获得客观的干预效果，其主要是

即术中、术后避免外管路的留置，如气管插管、胃管、中

心静脉置管以及导尿管等。患者术中及术后减少引流管，

大大减轻了手术创伤及术后疼痛，保障了患者的恢复效率，

但是在术后仍需予以患者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

进而保障最终的干预效果 [5-6]。本文将探究分析不置胃管在

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护理，详情如下所示。

11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院内接受远端胃

癌根治术患者共 7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入

院序列数为基础，采用随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70 例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中：患者共 35 例，其

中男性患者共 20 例，女性患者共 15 例，年龄为：46-76 岁，

平均年龄为：（59.36±3.01）岁；观察组中：患者共 35 例，

其中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为：47-80 岁，

平均年龄为：（60.88±4.03）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明显

差异，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方法：

按照胃癌术后常规护理，留置胃管至肛门排气后进食

水。

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除胃癌术后常规护理外，不置胃管综合护理模

式。

①组建专业的综合护理小组，工作时间 ≥6 年，且具备

丰富工作经验的护理人员作为小组组长，并对小组内的相

关护理人员进行培训，确保综合护理小组质量的提升。同

时由综合护理小组对患者的各项临床资料以及基本信息进

行收集与整理，要求小组内的相关护理人员能够有效掌握

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由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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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及相关医师进行内容的修订，保障整个护理方案的全

面性以及科学性。

②综合护理小组对患者术后的各项生理指标进行持续

性的监测，告知患者应用下床前准备 5 步原则（左腿弯曲、

翻向右侧、右肘支撑、双手支撑、床边坐骑）以及下穿前

准备 “333” 原则（疼痛程度评分＜ 3，床边坐立 3min，床

边站立 3min），将活动及锻炼进行量化。

③落实患者的早期进食水，患者术后 6 小时，可予以

温水漱口，避免其口腔持续性的处于干燥状态，术后第 1
天予适量的温水摄入，摄入量控制于 20-30ml/ 次的区间范

围内，每次饮水间隔 1-2 小时。术后第 2 天予以患者流质

饮食摄入，如：米油等，每次 50ml，每 4 小时一次，对患

者各项指标以及症状进行严密的监测。术后第 3-4 天，予

患者口服肠内营养制剂，并结合患者的恢复情况，逐步向

半流质饮食过度，结合其实际情况，降低静脉输液，逐渐

提升饮食量，严密监测患者各项生理指标以及腹部体征。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率以及营养状态。

其中术后恢复情况包括：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时间、

饮食恢复时间以及排便恢复时间。并发症包括：肠梗阻、

肺部感染以及咽喉部不适。营养状态包括：白蛋白以及前

白蛋白指标。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术后恢复情况

对比两组的术后恢复情况，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如下所示：

表 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术后恢复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肠鸣音恢复时间 肛门排气时间 饮食恢复时间 排便恢复时间
对照组 35 （2.57±0.89）d （3.70±1.81）d （4.41±1.68）d （2.27±0.77）d
观察组 35 （1.18±0.38）d （1.41±0.48）d （2.59±0.94）d （1.33±0.49）d

t - 18.416 25.807 14.330 11.97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2.2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如下所示：

表 2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 例 ,(%)]

组别 例数 肠梗阻 肺部感染 咽喉部不适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35 3 3 4 28.57%

观察组 35 1 0 0 2.86%

χ2 - - - - 8.737

P - - - - 0.003

2.3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营养状态

对比两组的营养状态，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 0.05，
如下所示：

表 3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营养状态（ sx ± ）

组别 例数
白蛋白指标 前白蛋白指标

手术前 手术后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 35 （35.88±4.21）g/L （30.50±2.09）g/L （240.61±20.63）mg/L (213.29±15.89）mg/L

观察组 35 （36.10±4.17）g/L （36.22±4.16）g/L （241.08±21.00）mg/L (240.12±19.95）mg/L
t -- 0.269 4.331 0.401 6.320
P -- 0.817 0.001 0.689 0.001

33 讨论讨论

胃癌属于发生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幽门螺

杆菌感染、遗传因素以及饮食习惯均与胃癌的发病存在密

切的联系。在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腹腔镜下胃

癌根治术具有优良的应用效果，其属于微创外科手术，具

有组织粘连少、并发症发生率小等方面的优势，但是术后

留置胃管会存在较大的机率使得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不利于患者术后的快速恢复，因而本次研究应用了不置胃

管对患者进行干预，有效的避免了该方面的局限性 [7-8]。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应用了不置胃管综合护理模式

对患者进行干预，通过引导患者开展早期的康复训练，不

仅能够提升患者肌肉与肢体的活动度，同时能够提升其肠

袢之间的摩擦力，进而加速其胃蠕动，保障其消化系统功

能的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结合患者实际情况

为其制定饮食计划，并开展早期进食，有利于患者为消化

液分泌功能的提升，保障其处于正常状态，进而提升其胃

肠功能的恢复，促使患者排气恢复症状，改善其门静脉循

环功能，对于肠道微生态的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达

到保护患者肠粘膜屏障的效果 [9-10]。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

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以往观念认为：在落实对于患者的腹部手术过程中，

放置引流管以及胃管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长期的研

究发现：胃管对于患者局部组织会产生压力，进而使其出

现损伤甚至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同时会为细菌提供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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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的通道，加大了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机率。而现阶段，

在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之中已经明确指出，手术过

程中不常规留置胃管，如特殊情况需留置胃管，则应术后

24 小时拔除。不置胃管能够有效的避免管道对于患者局部

组织的机械性刺激，使得患者能够在术后拥有更为舒适的

体验，保障患者术后的舒适性。

综上所述，在对接受远端胃癌根治术患者进行干预的

过程中，采用不置胃管综合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

提升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同时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并发

症发生率以及营养状态，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

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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