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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康复外科在整形美容科的运用

邓庆林 刘 萍 龚亚莉

成都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目的：研究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整形美容科中 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2019年 1月~2021年 12月在本院整形
美容科的 60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例。 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临 床护
理路径进行护理，对照组采用普通护理模式进行护理。 比较两 组患者的手术住院时间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观察
组患者，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90.00%）高于 对照组（7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整形美容科中 ，能提高护理满意度，缩短住院时间，值得
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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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in Plastic and Aestheti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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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plastic and cosmetic surgery. Methods: 60 patients in
plastic 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1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eneral nursing mode.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0.0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3.33%).
Conclusion: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shorten nursing time in plastic and cosmetic
department.
Keywords: Accelerated surgical clinical nursing rehabilitation pathway; General nursing mode; Plastic and aesthetic surgery;
Application effect; Inquiry analysis

“ 外貌焦虑”是近年来较为 常见的热词。 随着经济与
医疗水平的发展，我国整形美容外科技术也 同步成长，进
一 步为 整形美容患者提供了 可靠的医疗资源。 然而，由于
患者自身心理负面情绪过重，导致其及时在术后也 容易引
发情绪负面，担心自身容貌与 自身期待值不 匹配而出现应
激反应，从 而影响其术后康复[1-2]。 由此，本文将通过加
速康复外科在整形美容科的应用效果进行探究分析。详细
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选取20 19年 1 月~20 21 年 12月在本院整形美容科的

60 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 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临 床护理路
径进行护理，30 例，男性 8例，女性 22例，年龄 28~42
周岁，平均（31.54± 3.46）岁；对照组采用普通护理模式
进行护理，30 例，男性 5例，女性 25例，年龄 25~40 周
岁，平均（28.89± 3.61）岁。 所有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 （P＞0 .0 5）。

1 .2方法
对照组：实施普通护理模式，仅 提供给常规护理措施，

必要时须向患者实施心理疏导，并对围术期宣教。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实施加速康复临 床护理路径

护理干预，并建立加速康复临 床护理路径团队。 具体护理
措施如下 ：

（1）健康宣教：采用宣传册、视频及微信等多种方
式向患者普及整形美容相关知识，并详细告知其本次加速
康复临 床护理路径相关内容。手术前后，向患者宣教术前、
中 、后各项注意事 项，改变其心态，提升依从 性，增加自
身护理关注度，防止产 生不 安感。

（2）体征评估：患者入住病房后，针对其生命各项
体征进行检测，并针对其临 床检测结果建立相应的健康评
估卡，同时制定相应地加速康复护理策略。

（3）心理护理：改变普通病区病房环境，为 患者提
供舒适的病房，促进其心理舒适感，提升术后信心与 心理
建设。 心理疏导：心理疏导医护人 员应保持平和的态度，
尽量不 予 以 患者整形美容部位进行评价 ，防止患者情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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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加重心理负担。 同时，应予 以 患者社会价 值认同，适
当情况下 可进行成功案例分享 ，增强患者信息，强化心理
建设，改善负面情绪[3-5]。

（4）术前护理：① 适应性康复训练：指导患者翻身、
起床及咳嗽咳痰等基础性动作 训练，告知患者翻身时应尽
量避开切口，防止肌肉牵动，导致切口张裂，继而引发疼
痛与 渗血，降低预后质量。 ② 饮食护理：术前 8h 起禁食
禁饮，防止患者术中 出现紧张呕吐或其他 风险。视情况给
予 患者术前静脉补液；③ 术前 30 m in 遵医嘱对患者施以 抗
生素预防性感染术前干预方案[6]。

（5）术中 护理：由 1 名护士专 门接待患者，并对其
进行术中 注意事 项讲解。首先帮助患者调整舒适位置，予
以 常规吸氧，并就麻醉事 宜悉数告知，遮盖患者手术外部
位。 若患者紧张可适当抚摸安抚，加强其手术信心，促进
心理安全感。手术期间，应注意患者生命体征变化与 手术
室温度调节，必要时对患者实施保温覆盖措施，维持其血
液循环顺畅，促进术后恢复。 如患者术中 生命体征变化异
常，则立即汇报主 刀医生，并立即实施急救措施。

（6）术后护理：① 待患者术后回到病房，对其进行
唤醒，以 确保无麻醉副作 用。 ② 饮食护理：待患者麻醉完
全苏醒后，进行补液护理，4～8h 后视体征变化进行半流
质食物进食补充营养。 排便后，可进食清淡软食。 切忌辛
辣、油腻、生冷食物。 ③ 疼痛护理：对患者术后疼痛情况
密切关注，结合患者情况，给予 心理疏导、音乐 及其他 方
式分散患者其注意力，减轻疼痛症状。 若疼痛加重，则需
实施药物干预。 ④ 切口护理：遵医嘱换药，嘱咐患者恢复
期切口护理方法，防止瘢痕增生[7]。

1 .3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 组护理后心理状态改善及住院时间缩短

情况
心理状态：采用 SA S焦虑自评量表与 SDS抑郁评分

量表对两 组护理后心理状态进行评估，SA S、SDS满分均
为 10 0 分，分值越高，患者负面情绪越强烈。 住院时间：
对两 组出院时间进行统计，并综合性对比两 组出院时间改
善情况。

1.3.2对比两 组护理满意度
采取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对两 组患者进行

护理后护理满意度调查，满分 10 0 分，满意≥ 80 分，较
满意≥ 65分，不 满意＜65分。 有效满意度= （满意+较满
意）/总例数× 10 0 % 。

1 .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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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2检
验，并以 率（%）表示，（P＜0 .0 5）为 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两 组护理后心理状态改善及出院时间缩短情

况
依据SA S、SDS量表及出院时间显示，两 组经过护理

后心理负面情绪有明显改善。 观察组 SA S、SDS评分与 对
照组相比明显更优异（P＜0 .0 5），且 对照组住院时间同
比于 观察组显然时间更长（P＜0 .0 5）。 如下 表 1。

表 1 观察组与 对照组护理后心理状态改善及出院时
间缩短情况对比表( sx  )

组别 例数 SA S SDS 出院时间

观察组 30
32.27±
2.39

37.73
± 3.68

4.37±
1 .63

对照组 30
47.64±
2.83

51 .32
± 3.4

6.85±
1 .72

t - 22.727 14.837 5.732

P -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2.2对比两 组护理满意度
根据《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可知，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73.33%明显低于 观察组 90 %，χ 2= 9.280 ，P= 0 .0 0 2，P＜
0 .0 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增加，生活节奏不 断加快，人
们 易滋生负面情绪，容易对自身外在条件 感到焦虑，于 是
便将寄希望于 改造自身身体特征来凸显或掩盖本特有的
身份 特征，以 期待获得社会认同。 然而，存在部分人 群不
得不 的对自身外貌进行改善，例如严 重烧、烫伤患者、面
部患者或其他 部位畸形患者。 因此，整形美容孕育而生。

整形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 及其他 医
学技术方法对人 的容貌和人 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
再塑，进而增强人 体外在美感为 目的的科学性、技术性与
艺术性极强的医学科学。 其中 ，整形外科是外科学的一 个
专 业 分支学科，其治疗范围包括皮肤、肌肉及骨骼等创伤、
疾病、先天性或后天性组织或器官的缺陷与 畸形的修复、
再造。美容外科是整形外科学的分支专 业 之 一 ，又是现代
美容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 需求包含了 美学基础
理论、高尚道德情操、广泛学科基础及美容外科心理学等。
而整形美容科则是现代 医疗机构中 设立的综合性科室，其
包含了 整形外科与 烧伤科团队中 核心专 业 人 才、技术与 领
导团队。 其主 要针对脸部细节性皮肤组织、器官结构、体
表肿瘤及身体各部位矫形等进行外科手术整形美容，并利
用不 同手术操作 形式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形体修复与 塑造。

近年来，加速康复外科（ERA S）理念及其路径在我
国有较广泛普及与 应用。 加速康复外科（ERA S）是指在
围手术期实施各种已证实有效的方法减少手术患者的应
激及并发症，减少生理及心理创伤和应激，降低病死率及
缩短住院时间，加快患者的康复速度。其护理内容涉及患
者术前教育、优化术中 措施及术后并发症预防；强化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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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包括早期下 床活动及早期肠内营养，其核心是
强调以 服务病人 为 中 心的诊疗理念[8]。 本文研究表明，针
对整形美容科患者应用加速康复外科护理能有效促进患
者术后恢复。通过健康宣导，强化患者对整形美容相关知
识了 解程度，提升对加速康复外科护理的关注度，有效改
善其依从 性，促进心理负面初步改善。 而体征评估，能有
效对患者具体临 床情况进行了 解，且 制定预先性护理策略，
以 降低围术期严 重并发症发生。由于 整形美容患者通常包
有较大的负面情绪，因此，心理护理具有针对性促进其心
理正向发展，改善其负面心态增长的作 用。 利用对病区病
房的环境改变，对患者进行正向心理暗示，促进其身心舒
适度，并结合心理疏导，有效帮助患者提升社会认同感，
接受手术结果，加强术后恢复信心。而围术期前中 后护理，
有效帮助患者促进身体技能恢复，提升内循环，降低术中
风险，改善术后疼痛感与 并发症发生情况，促进其营养摄
入，加强预后质量，有效帮助其尽早下 床活动，继而缩短
出院时间。

综上 所述，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整形美容科中 ，能提
高护理满意度，缩短住院时间，改善心理状态，有效促进
预后质量，值得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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