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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路径在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护理中的应用 

杨 洋 

聊城市眼科医院  山东聊城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手术室护理路径在普外科腹腔镜手术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5
月，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选择我院普外科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 60
例作为入组成员，区分为了两个群组，分别为对照组统共 30 例患者使用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统共 30 例患者使

用手术室护理路径，对患者最终获得的干预成效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结果 术中出血量更多的一个组别为

对照组，其余各项临床指标所消耗时间更短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发生不良反应事件概率更高的一

个组别为对照组（P＜0.05）。结论 在普外科所开展的腹腔镜手术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按照手术室护理路径模式

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让患者能够获得安全系数更高的手术过程中，并且能够让患者机体恢复时间有

一定程度的缩减，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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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ursing pathway in operating room in laparoscopic surgery of gener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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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pathway in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general surgery. Methods the beginning time of the study was may 2020 and the end time was December 
2022. Under the action of computer program, 60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members of the group.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 and 3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operating room nursing path, The final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atient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 the group with more intraoperative 
blood output w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group with shorter consumption time of other clinical indexes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The group with higher probability of adverse reaction events was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carried out by general surgery,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ath mode of the operating room can enable patients to obtain a higher 
safety factor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reduce the recovery time of pati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a way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Keywords】nursing pathway in operating room; General surgery; Laparoscopic surgery; 
 

在临床上所使用的手术治疗手段之中，腹腔镜下

所开展的手术治疗拥有着康复时间更快以及对患者产

生的创伤性更小的特点，在临床上所应用的范围更加

广泛[1]。但是因为腹腔镜手术依旧属于外科手术的范畴

之中，手术完成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甚至于还有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对于患

者的身心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为了能够让患者砸手

术完成后获得更加理想的预后条件，临床开始通过手

术室护理路径模式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3]。

具体的开展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5 月，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选择我院

普外科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60例作为入组成员，

区分为了两个群组，分别为对照组统共 30 例患者使用

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统共 30 例患者使用手术室护理

路径，16 例和 14 例分别为对照组男女患者例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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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 65 岁为其年龄，均值（45.25±1.55）岁；17 例和 13
例分别为观察组男女患者例数，21岁至 64岁为其年龄，

均值（45.56±1.17）岁；将基线资料进行两个组别之间

的比较，没有差异（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归属于对照的患者，对其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

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即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项

生命指标的变化进行及时的监护，并严格按照规定进

行相应的护理操作。 
（2）观察组 
归属于观察组的患者，对其按照手术室护理路径

模式进行相应的干预工作，其所涉及的护理干预工作

具体内容如下：①术前 2 天随访：通过使用口头宣传

以及宣传手册的方式对患者实施相应的健康指导，其

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了手术流程、方式以及正确

的手术体位等内容，并且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介绍整

个手术的环境。完成上述工作需要护理人员与患者之

间维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基于此护理人员需要知晓

患者既往病史以及药物过敏史，并根据患者实际的情

况为其指导进行排痰以及深呼吸等各项训练重大。②
术前 1 天制定疾病预防方案：在该时间段内需要对患

者的整体身体状况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工作，同时对

于存在高血压、心理障碍以及躁动等情况的患者制定

出对应的预见性护理干预方式，同时针对身体条件更

加理想的患者，则需要适当为患者进行呼吸以及全身

肌肉放松的训练工作，并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

沟通与交流，维持良好的病房氛围，给予患者更多的

关心与关注。③麻醉前：第一步需要对患者的名字进

行呼叫，并独自回答护理人员所提及的问题，之后护

理人员需要确定患者腕带上的信息是否准确，确认无

误之后签字并按手印，并让患者讲述麻醉的相关知识，

将患者转移至手术间。④术中配合：器械与巡回护士

需要对手术中使用的相关器械进行数量检查并消毒，

并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相关器械的摆放。⑤气腹前：器

械护士需要与医生进行配合进行相关器械的传递工作，

并在建立气腹的过程中巡回护士需要根据当前的手术

流程进行二氧化碳压力大小的调整。⑥气腹后：器械

护士需要与医生配合进行腹腔镜的置入操作，并在病

理检查标本切下之后由巡回护士进行送检。⑦关腹腔

前：护士需要对手术器械数量进行核对，并在无误之

后进行切口的缝合。 
1.3 观察指标 

（1）临床指标：针对于患者各项临床指标的情况

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其中所涉及到的指标包括

了术中出血量、苏醒时间、拔管时间以及手术时间。 
（2）不良反应率：针对于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

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的概率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

较，其中所涉及到的反应包括了患者出现腹痛腹胀、

呕吐、压疮等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把取得的正确数据带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

行计算，计量资料用作（ x ±s）表示，待 t 检验，计数

资料经过 χ2 检验，让（%）表示，P 值来衡量检验结

果，组间数据存在差异则用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

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由表 1 结果所示，术中出血量更多的一个组别为

对照组，其余各项临床指标所消耗时间更短的一个组

别为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概率 
由表 2 结果所示，发生不良反应事件概率更高的

一个组别为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腹腔镜手术是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常使用的一种微

创手术，相对于临床以往所开展的常规手术治疗而言，

患者在接受该项手术治疗后所出现感染症状的概率更

低，并且患者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患者所出现

的创伤更小，在普外科治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 
为了能够使得普外科的腹腔镜下所开展的手术治

疗能够获得更加接近理想状态的成效，就需要通过更

加全方位的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干预工作。在相关临

床研究中显示手术中使用的无菌器械、患者自身所拥

有的舒适度以及心理情绪等因素都会对最终产生的手

术结构产生影响[5]。护理路径是临床上所开展的一种新

型的护理干预方式，是集合了整体与综合护理模式的

一体化护理方式，在临床上也将其称之为护理程序，

该护理模式根据患者实际的病情现状为患者制定出了

更加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方案[6]。并且该护理模式的重

要理念为以患者为中心，对患者各方面进行相应的护

理干预工作，获得了更加理想的护理效果。在该护理

模式的作用下，患者的恢复时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缩

减，并且患者能够获得的临床成效与预期状态更加接

近，让患者拥有了条件更加良好的预后情况，从而获

得更加快速的康复效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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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普外科所开展的腹腔镜手术治疗过

程中，对患者按照手术室护理路径模式对患者进行相

应的护理干预工作，让患者能够获得安全系数更高的

手术过程中，并且能够让患者机体恢复时间有一定程

度的缩减，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x±s）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ml） 苏醒时间（min） 拔管时间（min） 手术时间（min） 

观察组 30 24.15±2.74 20.14±2.31 28.64±5.41 68.47±10.05 

对照组 30 32.57±4.52 28.14±2.09 36.79±3.54 85.54±14.32 

t  8.725 14.066 6.904 5.344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概率[n(%)] 

组别 例数 腹痛腹胀 呕吐 压疮 发生率 

观察组 30 1（3.33） 0（0.00） 1（3.33） 2（6.67） 

对照组 30 3（10.00） 2（6.67） 3（10.00） 8（26.67） 

x2     4.320 

P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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