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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腹腔镜下胃癌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护理对策 

张 妮，罗凤姣，蔡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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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对于腹腔镜下胃癌手术治疗患者进行早期肠内营养护理的对策以及效果。方法 通过对

比护理的方式展开探究，所选择患者为 80 例，属于本院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所接诊病例，通过组内随

机性选择的方式，选取 40 例，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剩下患者则需要将早期肠内营养

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即观察组。对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结合对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并发症情况、

肛门排气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等指标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腹腔镜下胃癌手术患者进行

护理的过程中将早期肠内营养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可以有效提升对该部分患者的护理效果，有助于帮助患者进行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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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trategy of early postoperative enteral nutrition for gastric cancer under lapa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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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effects of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hrough comparative nursing, 8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elonging to the cases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Through random selection in the 
group, 4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routine nursing in the process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maining patients need to apply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that 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recovery of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complications, 
anal exhaust tim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dvantag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gastric cancer surge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se patients and help them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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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在我国一直保持有较高的发生率，且受到不

健康饮食习惯或者生活方式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胃癌

患者的数量正以较快的速度在增加，对患者健康所造

成的影响较大。该症存在有较高的风险性，若诊断或

者治疗不及时，将直接危及到患者生命安全。随着腹

腔镜技术的逐步完善，以腹腔镜辅助展开手术治疗已

经迅速在临床得到运用，在绝大程度上提升了对胃癌

患者的治疗效果[1-2]。为促使患者尽快得到恢复，更需

要做好术后肠内营养护理工作。本研究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就诊于本院的 80 例胃癌患者实施对

照研究，针对该部分患者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护理的对

策以及效果进行分析，为临床护理提供一种可靠的方

法，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对比护理的方式展开探究，所选择患者为 80

例，属于本院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所接诊病

例，通过组内随机性选择的方式，选取 40 例，在术后

恢复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剩下患者则

需要将早期肠内营养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即观察组。

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患者 24 例，女

16 例，年龄分布在 34—73 岁间，对应均值为（49.01
±1.38）。而观察组中则包括有男性患者 23 例，女 17
例，年龄分布在 32—74 岁间，对应均值为（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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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术后恢复的过程中各方面干预措施

均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对患者在

术后各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密切进行观察，分析

患者是否存在有异常症状。同时需要耐心为患者讲解

在术后恢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各方面问题，并做好常

见并发症的预防。并临床护理规定以及患者的实际情

况对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的饮食方式进行指导。而

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术后早期

肠内营养干预进行运用，干预措施如下：（1）对营养

干预时间合理选择。及时展开患者营养干预，不仅是

出于满足患者机体对于营养的需求，更可以达到对体

内器官功能进行保护的效果。临床研究已经证实，该

部分患者小肠功能在术后极短时间内便能够得到恢

复，因此在手术后 6 小时左右则可以展开肠内营养干

预。（2）营养液的输入护理。在对患者输入营养液的

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

性评估，分析患者是否存在有腹痛、腹泻等症状。且

在输入营养液的过程中各方面操作均需要按照无菌护

理流程进行展开，且输入前先摇匀。为避免患者出现

不适感，可先对营养液进行加热处理同时对输入速度

合理进行控制[3-4]。（3）做好营养管的固定护理。在进

行肠内营养干预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做好患者的营

养管固定操作，避免出现管道弯折、阻塞等情况。在

每次输入营养液前需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等操作，

避免出现营养液堵管的情况。（4）并发症预防。结合

实际可知，该部分患者在进行肠内营养干预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并发症，护理人员则需要密切关注患者各

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有

腹泻、腹痛的症状并及时进行处理。同时，需做好对

患者口腔、鼻腔等的清理工作，分析患者水电解质水

平等。若存在有异常情况则需要立即告知对应医师展

开诊断与处理[5]。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并发症情况、肛

门排气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过程中和两组有关数据均需要借助 SPSS19.0

展开处理，以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而

计量数据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t 检测，P<0.05 差异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护理效果 
在住院时间上，观察组为（7.44±1.04）d，对照

组则为（10.56±1.42）d，对比 t=10.838，p=0.001。在

肛门排气时间上，观察组为（41.38±2.48）h，对照组

则为（64.01±3.11）h，对比 t=15.822，p=0.001。在恢

复过程中，观察组 1 例出现并发症，对照组 6 例出现

并发症，对比 χ2=8.373，p=0.001。在护理满意度上，

观察组同样存在优势，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40 
40 

30（75.00） 
20（50.00） 

4.052 
0.725 

9（22.50） 
10（25.00） 

0.438 
0.917 

1（2.50） 
10（25.00） 

15.725 
0.001 

39（97.50） 
30（75.00） 

15.725 
0.001 

 
3 讨论 
胃癌属于当前临床治疗难度相对较大的癌症类

型，在临床手术方案持续完善的情况下，以腹腔镜手

术的展开治疗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且在绝大程度上

提升了对胃癌患者的治疗效果[6]。但做好术后营养干预

工作，对于帮助患者术后恢复更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7]。肠内营养干预的实施可改善患者营养状态，对促

进患者康复意义重大[8]。同时实施科学的护理干预可保

证营养支持效果，但是常规护理效果有限，无法满足

患者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9]。因此，我科转变护理思路，

在实施肠内营养干预的同时实施护理干预，获得了满

意的效果，结果表明：在住院时间上，观察组为（7.44
±1.04）d，对照组则为（10.56±1.42）d；在肛门排气

时间上，观察组为（41.38±2.48）h，对照组则为（64.01
±3.11）h。在恢复过程中，观察组 1 例出现并发症，

对照组 6 例出现并发症；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和

对照组分别为 97.50%、75.00%，P<0.05，可见肠内营

养护理干预可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缩短肛门

排气时间，有利于护患关系的良好构建，此护理方法

应用价值较高，获得以上效果的原因为：通过对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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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患者及时展开肠内营养干预，满足患者在术后恢复

过程中机体对于营养物质的需求，可有效避免患者在

术后出现胃肠道功能受损的情况[10]。降低手术对患者

所造成的负面作用，达到帮助患者恢复的目的。从本

次研究可见，结合观察可见，在早期肠内营养干预的

作用下，能够明显加快患者的恢复速度，保障综合治

疗效果。 
总之，在对腹腔镜下胃癌术后护理中可以及时展

开早期肠内营养干预，帮助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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