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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介入治疗的手术配合与护理 

戴 欢 

宜兴市中医医院  江苏宜兴 

【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护理时开展手术配合与护理的作用。方法 结
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选择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在本院进行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介入手术治

疗患者 86 例，随机划分对照组（43 例，开展常规护理）和观察组（43 例，进行综合性手术配合与护理）。分析

护理效果。结果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对比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护理满意

度，观察组均具备优势，P<0.05。结论 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在手术期间接受综合性手术配合与

护理，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手术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增加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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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of cerebral vascular intervention via radial artery 

Huan Dai 

Yix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Yixi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operation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erebr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via radial artery. Methods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way of comparative nursing observation. 8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erebr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surgery via radial art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3 
cases, carrying out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3 cases, carrying out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peration time, hospital sta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dvantages (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hospital stay, and increas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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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在临床一直保持有较高的发生率，结

合临床接诊情况可知，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脑血管

疾病患者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病症存在有一

定风险性[1-2]，若救治不及时会直接危及到患者生命安

全。 
按照介入手术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为当前临

床治疗脑血管疾病最为主要方式，具备有创伤性小，

术后恢复快等优势[3-4]。为进一步保障手术治疗效果更

需要做好手术期间各方面护理工作。本次研究就主要

对综合性手术配合与护理在该部分患者手术期间护理

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选择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在本院进行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

介入手术治疗患者 86 例，随机划分对照组（43 例，开

展常规护理）和观察组（43 例，进行综合性手术配合

与护理）。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男性 21 例，女

性 22 例，年龄在 45—74 岁间，均值为（56.02±1.73）。
观察组中男性 23 例，女性 20 例，年龄在 44—75 岁间，

均值为（56.46±1.88）。对比基本数据，P>0.05。本

次研究所纳入患者均为本院确诊脑血管疾病病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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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障碍以及凝血功能障碍，在其自愿参与情况

下开展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在手术治疗期间，护理人员按照常规临床

护理规定开展各方面护理操作。在术前结合患者手术

方案以及病症特点等，准备好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

需要使用的器械以及药品等，并做好术中各方面护理

配合工作，确保手术顺利性。在术后则开展常规饮食

指导、用药指导等，密切关注患者术后各生命指标变

化情况。在对观察组进行护理时则将综合性手术配合

与护理进行运用，干预措施如下： 
（1）术前护理。在手术开展前，护理人员需积极

和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各方面情况，并为其制

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详细为患者讲解病症特点，

临床当前主要治疗方案等，增加患者对自身病症以及

手术方案的了解程度。并针对患者负面情绪进行疏导，

避免患者在手术前存在有较大负面心理。 
（2）术中护理。在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需结合

手术需求做好患者体位指导工作，并做好受压部位的

保护工作，降低压疮发生率，并增加患者在手术过程

中的舒适度。针对手术室温度、湿度等合理进行控制，

并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等，帮助患者进行放松。准确

做好手术医师的各方面配合工作，将颅内血管支架等

进行置入，并对患者血压、体温等变化情况进行评估，

一旦出现异常则需要立即向医师进行禀告。 
（3）术后护理。在手术后可借助盐水袋对患者穿

刺部位进行冰敷，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并准确分析

患者伤口部位是否存在有出血等症状，准确记录患者

心率、血压等变化情况，若存在有异常则需要立即告

知医师进行诊断。可适当增加患者日常饮水量，促使

造影剂可以迅速排出体外，每日饮水量需控制在

1000ml 以上。并做好患者术后饮食干预，日常饮食需

要以清淡、营养丰富且容易消化食物为主，按照少食

多餐的原则就餐。对于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则需

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并耐心和患者进行沟通，告知患

者手术的成功性以及恢复情况，增加患者迅速康复的

信心。 
（4）并发症护理。在术后恢复过程中，需适当对

患者四肢等部位进行按摩，并指导患者进行病床上主

动或者被动活动，达到对下肢静脉血栓进行预防的目

的。准确分析患者神志、瞳孔等变化情况，指导患者

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血管痉挛类药物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与两组有关数据都按照 SPSS20.0 进行处

理，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计量数据则

以均值±标准差表示，t 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统计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其他指标统计 
在手术时间上，观察组为（102.44±10.02）min，

对照组为（145.84±11.23）min，对比 t=12.018，
P=0.001<0.05。在住院时间上，观察组为（6.11±0.85）
d，对照组为（ 8.34± 1.23） d，对比 t=11.366，
P=0.001<0.05。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下表 2。 
3 讨论 
脑血管疾病在中老年群体中一直保持有极高的发

生率，在不良饮食以及生活习惯等因素作用下，脑血

管疾病患者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趋势。在临床治疗过

程中，及时开展介入手术治疗，可以促使患者病灶部

位迅速得到处理，得到对患者病情进行控制的目的，

有助于患者各方面机能迅速得到改善[5-6]。但该类手术

存在有一定操作难度，且患者在手术期间存在有不同

程度负面心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为充分保障

介入手术治疗在脑血管疾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更需

要做好手术治疗期间的对应护理工作。 
表 1  两组并发症统计[n,(%)] 

组别 例数 排尿困难 恶心呕吐 穿刺部位出血 发生率 

观察组 43 1（2.33） 1（2.33） 1（2.33） 3（6.98） 

对照组 43 3（6.98） 2（4.66） 3（6.98） 8（18.60） 

χ2 - 6.142 4.123 6.142 13.728 

P - 0.001 0.007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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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手术过程中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3 23（53.49） 18（41.86） 2（4.65） 41（95.35） 

对照组 43 18（41.86） 18（41.86） 7（16.28） 36（83.72） 

χ2 - 4.728 0.000 11.428 11.428 

P - 0.007 1.000 0.001 0.001 

 
在常规护理支持的基础上对患者开展综合性手术

配合与护理，能够促使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得到最为全

面护理干预。术前护理中，准确分析患者各方面情况

并做好患者心理疏导工作，可以避免患者在手术期间

存在有较大心理压力[7-8]。术中护理时，配合手术医师

开展对应护理配合，能够保障手术的顺利性，间接达

到缩短手术用时的目的。在术后护理过程中，做好常

规术后饮食干预，可以充分保障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

中营养需求，在并发症护理过程中则可以针对常见并

发症进行有效预防，降低发生率，对于帮助患者在术

后短时间内进行恢复存在有极为重要作用[9-12]。在本次

研究中，观察组在介入手术治疗过程中则开展综合性

手术配合与护理，结合观察可见，在该护理模式的作

用下，可以降低患者在术后恢复期间并发症发生率，

增加患者护理满意度，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可以达到

帮助患者迅速康复的目的。 
综合本次探究，在对经桡动脉入路行脑血管介入

手术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可以将综合性手术配合与护

理进行运用，确保患者在手术治疗期间可以得到最为

全面的护理支持，提升手术治疗的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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