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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胸腔闭式引流治疗胸腔积液术后影响 
梁艳 

(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兴安盟  137400) 

摘要：本篇文章主要对胸腔积液在运用护理干预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术后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在我院对使用胸腔闭

式引流治疗胸腔积液的患者进行了研究。在选取了 80 名患者后，我们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名患者。研究结果表明，使

用胸腔闭式引流的方法治疗胸腔积液的患者中，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相对于对照组，在

术后康复中使用胸腔闭式引流的方法是更为可靠和有效的，而在引流情况上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发现研究组的引流量以及引流用时都比对

照组较少，相关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研究组的护理总满意率也比较高。最终我们发现在对胸腔积液患者进行胸腔闭式

引流手术治疗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护理干预的方法能够使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得到不断的提高，同时对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也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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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of pleural effusion with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Liang Yan 

Hinggan League People's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Hinggan League 1374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various postoperative effects of pleural effusion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thoracic closed drainage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We studied the treatment of pleural effusion with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in our hospital. After selecting 80 patients, we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pleural effusion treated by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the complicat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was more reliable and effective in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ison of drainage condit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rainage volume and drainage tim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levant differences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also relatively high.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pleural effusion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of patients, and als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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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胸腔积液作为胸外科常见的一种临床疾病来讲，他主要是因为

患者在出现感染和肿瘤的情况下，而引发患者胸膜腔内存在大量液

体而形成的，比如患者具有肺癌、乳腺癌以及结核性胸膜炎等等都

有可能引发胸腔积液的存在，而患者在胸腔存有积液的情况下，会

表现出胸痛以及发热等等症状。近几年来，我们采用胸腔闭式引流

的治疗方法是比较广泛的，这种方法通过引流端连接密闭式的引流

装置，进而帮助患者内部胸腔积液能够顺利流出。相关医护人员在

对患者开展胸腔闭式引流手术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对患者开展良

好的护理服务，只有在保证患者的病情不在恶化的情况下，整体的

治疗效果才会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们本篇文章主要是对胸腔积液患

者运用胸腔闭式引流方法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一些有关并发症方面

的影响进行不断的探讨分析。相关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本院持续三年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的 80 例胸腔

积液患者，均采用随机平均分组的方法，其中对照组和研究组 

各 40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14 例，平均

年龄为（45.01±2.74）岁，病程平均为（10.52±1.05）天；研究组

中，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平均年龄为（44.38±2.52）

岁，病程平均为（10.98±0.75）天。研究方案已经提交并获得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同时在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两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在统计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研究对

象必须符合以下纳入标准：（1）患者被临床超声检查诊断为存在胸

腔积液；（2）患者没有其他严重的器质性疾病；（3）患者精神状态

稳定并且可以与研究人员进行正常交流。这些标准的制定是为了确

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也有助于保障研究对象的权益

和安全。 

有以下情况的患者被排除出本研究：（1）已经被确诊为结核性

胸腔积液的患者；（2）存在器官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3）无法承

受手术治疗的患者；（4）患有精神疾病或无法与研究人员进行正常

沟通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会在常规的无菌操作环境下进行引流，并且时刻的对患

者的心率以及呼吸进行监测。而研究组织运用护理干预的方法同时

进行：①术前护理：我们在对患者开展胸腔穿刺之前，一些患者经

常会出现惧怕手术而导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在

这种情况下，相关护理人员一定要与患者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沟

通，对患者进行及时的健康心理疏导，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向患

者以及患者家属讲解整体治疗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在患者了解引

流治疗的重要意义以及安全性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不良情绪会得

到有效的缓解；②术中护理：在进行手术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

指导患者采用坐位，同时要不断的提醒患者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

疗，在整个穿刺的过程中切勿乱动，避免由于转动而导致针头误刺

患者的肺部组织，而在实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也要尽量的避免患

者出现咳嗽等症状，如果患者在手术的过程中出现面部苍白或者剧

烈咳嗽以及出汗等情况时，我们必须要立刻终止手术。③术后护理：

在手术完成之后，相关护理人员一定要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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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观察，同时还要密切的关注患者是否在术后有出现流血等症

状，一旦有不利的症状必须要进行及时的处理；与此同时，对于患

者的引流液颜色以及性质等等仍需要进行密切的观察，并且要将患

者的相关症状记录在案，而我们在对一些年龄较大的患者进行引流

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将引流量控制在 800~1000ml 之间，避免引流

量过多而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实际进行引流的过程中，患者

的面部表情以及身体各方面的表现等等也要进行密切观察，一旦患

者存在乏力，气短等症状，必须要及时的停止相应的引流工作，并

且给予氧气方面的支持，在患者的整体症状得到不断改善之后才可

以继续进行相应的饮料治疗工作。同时相关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

的各项生命体征（呼吸、脉搏、血压以及心律）等等方面进行密切

的记录监测，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患者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在本研究中，将评估三个方面的指标，包括患者并发症、引流

情况和护理满意率。其中，患者并发症主要考虑到心律失常、局部

感染和切口感染等方面。引流情况将涉及患者引流量和引流用时等

指标。护理满意率的评估将通过调查患者的满意度来实现。患者将

根据自己的感受，选择满意、基本满意或不满意来对护理进行评价。

最终计算护理总满意率，采用公式：（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

100%。这些评价指标旨在客观反映研究方案的效果和安全性，对

于研究的可靠性和科学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1.0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在结果

¯报告中，计量数据将采用平均值加减标准差的方式（ x±s）进行

表示；计数资料将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并使用χ2 统计方法进行

校验。在描述差异时，我们采用 P 值来表明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

义，如果 P>0.05，则认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50%，低于对照组的 22.50%，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引流情况比较 

研究组引流量少于对照组、引流用时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研究组护理总满意率为 92.50%，高于对照组的 62.5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患者在自身存在胸膜恶性肿瘤、结核性胸膜炎以及低蛋白血症

等辩证下都极其容易出现胸腔积液，由于人体中胸腔积液存在较大

的蛋白含量，如果我们不对其进行及时的引流，那么很有可能形成

纤维凝块而影响到胸膜的正常，在患者胸膜肥厚粘连的过程中，会

导致胸腔积液被包裹而发生危险，这对于患者的肺功能以及生活质

量将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在患者胸腔积液越多的情况下临床的

各种症状表现的越为明显。我们只有在及时的将患者内部的胸腔积

液抽取干净的情况下，才会逐步的缓解患者的咳嗽以及呼吸症状等

情况。而胸腔闭式引流作为我们在对患者胸腔积液症状进行治疗的

广泛方法来讲，它有着以下几方面的优势：这种方法能够很明显的

降低胸腔积液持续的时间，同时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保证引流工作

一次性的完成，这对于胸壁肌肉组织和神经带来的损伤是非常小

的，而在使用的硅胶导管也不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刺激性，这样也

能够保证组织之间的相容性达到良好的状态，避免由于患者的肺部

出现损伤而影响到患者整体的临床治疗效果。在进行常规护理的过

程中，结合护理干预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患者拥有一个乐观积

极的心理状态去面对整体的手术治疗，同时相关护理人员除了会对

患者开展心理干预之外，还会对患者开展相应的饮食指导，在患者

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于提高患者的抵抗力以及整体的

治疗效果也是十分有利的。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对胸腔积液患者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手术的过程

中，应用护理干预的方法能够有效的降低各种并发症发生的几率，

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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