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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论文主要探究早期护理干预对腹部外科手术术后预防肺部感染效果的影响及分析。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5 月之

间收容诊治的 150 例腹部外科手术术后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实验对象，并将这 150 例腹部外科手术患者进行平均分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

针对对照组的患者，施行普通的术后护理，针对研究组的患者，应用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对对照组和研究组的患者的术后肺部感染情况进

行观察和比较。结果：在施行早期护理干预工作之后，研究组的术后肺部感染情况要显著比对照组的患者低，两组數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结论：针对腹部外科手术患者，应用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患者术后肺部感染。 

Objective: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analysis of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Method: 150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surger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these 150 abdominal surgery patients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regular postoperative care was 

administered. For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applied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infection 

statu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Result: After implementing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infect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Conclusion: Early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be applied to prevent postoperative lung infec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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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腹部外科手术一般创伤面会长时间在空气中暴露，术中体温的

不稳定容易延长术后苏醒时间、增加术后感染的概率，影响手术效

果和康复预后[1] 。手术患者出现肺部感染，它的发生率确实有一定

的比例，应该及时发现、正确诊断、及时治疗。护理的目的，是采

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减轻病人的痛苦，预防和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

使病人顺利恢复健康。 

近些年来，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探究早期

护理干预对腹部外科手术术后预防肺部感染的应用[2]，本论文就早

期护理干预对腹部外科手术术后预防肺部感染效果的影响进行深

入的分析研究，为降低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情况略尽绵力。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5 月之间收容诊治的 150 例腹

部外科手术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实验对象，并将这 150 例腹部外科

手术患者进行平均分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针对对照组的患者，

施行普通的健康护理，针对研究组的患者，应用早期护理干预措施，

对对照组和研究组的患者的术后肺部感染情况进行观察和比较。两

组患者各项情况综合比对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P>0.05，故

可进行对比。 

入选标准:（1）经病理诊断确诊；（2）均接受腹部外科手术；

（3）患者或家属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4）无免疫系统

疾病；（5）精神状态良好。 

排除标准:(1)免疫功能存在障碍者;(2)有精神病史者;(3)有重大

传染性疾病者。 

1.2 护理方法 

1.2.1 普通护理：对照组采用普通护理[3]，根据医疗手册提供普

通护理，如提醒监督患者按时服药、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作息习惯

等。对住院期间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帮助患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

使其遵医嘱服用药物防止引起其他的相关症状；对药物的使用方法

以及剂量对患者进行详细的当的讲解，保证药品的安全使用。在出

院时对患者进行健康宣传教教育，其中包括出院后的一日三餐、作

息时间、运动量、健康用药、回访复查等方面。以防止病情的恶化。 

1.2.2 早期护理干预护理模式：观察组另外给予早期护理干预护

理模式护理，针对患者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临床护理，尤其是在患

者接受手术治疗前，对其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促使其能够具备理

想的手术治疗条件，并且掌握相关临床知识点，降低自身方面出现

明显隐患风险的几率[4]。早期护理干预的具体措施如下： 

1 早期健康宣教。在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前，护理

人员针对其进行必要的健康宣教活动，促使其能够掌握和自身疾病

以及手术治疗方式相关的知识点，进而提升其后续配合效果。在早

期健康宣教中，一方面可以针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教育，向所有患

者讲解腹部外科临床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促使其对于相应手术

治疗方式具备大致了解，明确自身在临床以及后续手术治疗过程中

需要给予的配合行为，进而为手术治疗打好基础。 

2 早期饮食护理。在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前，饮食

护理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恰当适宜的饮食能够为患者营造较为理想

的手术条件，避免因为饮食不当影响到临床手术治疗效果。基于此，

腹部外科临床护理人员应该重点围绕着患者应该注意的饮食行为

进行严格把关，在手术治疗前要求其忌烟忌酒，避免食用过于辛辣

刺激的食物，能够保持健康饮食习惯[5]。为了达到较为理想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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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效果，护理人员往往还可以寻求患者家属的辅助，促使患者家

属能够形成良好监管和督促作用，规避该方面的不良影响问题。 

3 早期心理护理干预。在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前，

往往容易出现较为明显的心理障碍，情绪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极

容易表现出较为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进而也就很可能影响

到患者后续接受手术治疗的效果，致使其手术治疗配合度不高。基

于该方面问题，在早期护理干预模式中，护理人员需要及时观察了

解患者的情绪状况，除了临床观察外，还可以借助于一些专业测评

软件，准确了解其心理问题，进而也就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心理疏

导和干预方案[6]。 

4 早期用药指导。腹部外科手术患者在临床中同样也需要准确

用药，这也是临床护理人员的重要任务，对于患者的康复效果产生

重要影响。在用药指导中，护理人员首先需要提升自身警惕性，能

够对于患者的用药需求进行精细化掌握，可以准确掌握患者的病情

状况，对于医生的安排予以清晰明确，避免出现用药方面的严重混

乱问题。针对患者的服药状况同样也需要及时掌握，了解患者是否

能够按时按规定服用药物，形成较为理想的督促和监管效果。 

5 手术护理。在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中，除了要做好上述临床护

理工作外，往往还需要重点做好相关资料信息整理，以便手术治疗

医生更好了解患者临床状况，辅助手术治疗的准确开展。在手术完

成后，护理人员应该积极对接手术医生，了解患者的手术状况，对

于手术后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能够全面掌握，进而也就可以对于自

身后续临床护理工作形成有效指导，避免术后临床护理出现偏差问

题。 

1.3 观察指标 

（2）比较护理效果。使用自拟不记名问卷评价满意度，满意

度=（非常满意+满意）/例数×100%。 

（3）术后肺部感染情况作为本次研究指标，用来比较两组患

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护理后的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 n（%）

来表示，用 X2 检验；其中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用 t 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以下表格是两组间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在试验观察后对两组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数据进行收集处理。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75 25（33.33）12（16.67） 38(50.00) 25(50.00） 

观察组 75 50（66.67） 21(30.00) 4(3.33) 48(96.67) 

X²     4.874 

p     0.031 

2.2 两组患者护理后术后肺部感染情况比较 

观察组用早期护理干预护理模式相比于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

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肺部感染情况 [n（%）]组别 
组别 N（例数） 发生数 发生率  

对照组 75 5 6.67  

观察组 75 17 23.33  

x²    4.320 

p    <0.05 

3 讨论 

腹部手术包括的种类非常多，手术之后部分患者会以一种卧床

的形式休养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肺部感染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并发症。肺部感染的严重程度与患者本身的基础状况是非常相关

的，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是导致死亡的重要病因，并

给患者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7]。为了较好保

障腹部外科手术患者的康复效果，除了要规范手术操作流程，

确保手术质量外，往往还需要重点从临床护理工作入手予以

优化把关。早期护理干预模式在腹部外科手术患者康复中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明显提升患者满意度，降低术后肺部

感染的几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时，

积极引入和运用早期护理干预模式能够更有助于提升患者康

复效果，在降低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进

而也就需要引起腹部外科临床护理人员的高度关注，加大推

广力度。临床护理工作的难度相对比较大，进而也就需要注

重不断提升临床护理专业度，加大对于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

促使其不仅仅能够熟练掌握早期护理干预的各项护理任务，

还能够体现更高责任心，有助于切实优化临床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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