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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乳腺术后切口内负压吸引护理要点 

丹占初，谢 敏，杜明月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泸州 

【摘要】目的 探讨甲状腺乳腺术后切口内负压吸引护理要点。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

收治的甲状腺乳腺术患者 60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患者人数均为 3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负压引流专业护理，比较这两种方法对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经过数据分析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引流量、引流时间、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

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负压引流专业护理，可以显著加快甲状腺乳腺术

患者的整体康复进度，使各类并发症问题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促进患者的身体状况及早改善，值得在今后的临

床护理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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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points of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in incision after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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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points of negative pressure suction in the incision after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rofessional nursing with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Results: After data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rainage volume, drainage time, hospital stay,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with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can significantly speed up the overall rehabilitation progress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various complications, and 
promote the early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physical condi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nursing work in the 
futur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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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我国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发病率的不断

提高，使这类患者的护理治疗工作，成为了各大医院

关注的焦点。而手术作为甲状腺癌和乳腺癌的常用治

疗方法，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病症问题，让患者的身

体状况得到较好的改善。但由于甲状腺乳腺术在术后

会对患者产生渗液现象，倘若护理不当则会引起积血

和感染的问题发生，令患者的治疗体验显著下降，对

患者的整体康复周期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负压吸

引是临床有效的引流方法[1]。但负压引流的过程中，容

易出现引流管堵塞、引流管脱落等现象。这些现象会

引起伤口感染、血肿等并发症。因此，应采取有效的

护理措施，采用负压吸引引流[2]。本文详细探讨了甲状

腺乳腺术后切口内负压吸引的护理方法及临床效果，

以此为增强该类患者的护理治疗水平提供信息参考，

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的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选取我院收治的甲状腺乳腺术患者 60
例，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在对照组 30例患者中，

男性患者人数和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16 例和 1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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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为 82 岁和 60 岁，平

均年龄为（73.6±1.2）岁。在观察组 30 例患者中，男

性患者人数和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17 例和 13 例。患

者的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为 81 岁和 61 岁，平均

年龄为（73.5±1.8）岁。两组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基

线资料，均无任何明显的差异（P＞0.05），可以用于

对比研究。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主要是根据患者

的病症特点，为患者提供基础护理、观察体征及引流

情况等临床服务，使患者的病症问题逐渐好转，让患

者的身体状况随之改善。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等生

命体征指标，与患者面对面交流，口头讲述疾病有关

知识，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实施对症指标，观察置管

处皮肤，在出现红肿、出血等现象时给予有效处理。 
观察组患者采用负压引流专业护理，具体内容如

下。 
（1）成立管理小组 
由主治医师、护士长、护理人员组成，负责深静

脉导管置入术的监督管理有关工作，做好管道维护，

并定期检查，在发现问题以后需及时纠正。加强小组

成员的培训学习，熟练掌握深静脉置管术过程中导管

堵塞的预防知识，对患者所存在问题产生原因及时分

析，不断完善与改进。建立健 VSD 留置导管有关操作

规范与操作流程，完善科室管理制度，并监督护理人

员实施。 
（2）密切观察引流情况 
负压源的压力在 125mmhg和 4505mmhg之间调节。

根据患者不同情况引进行调整。有的病人引流液中脓

性物质过多，有的病人引流液中可能有坏死组织，可

能导致负压引流时引流管堵塞。护理人员应在日常工

作中加大巡房频次，密切观察患者的引流时间、引流

速度及引流液颜色，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采取

实时记录的方法，将各项信息登记在册，为后续的护

理治疗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一旦发现患者的引流液

出现异常情况，护理人员应及时将具体的现象告知给

值班医师，并在值班医师的指导下采取针对性的解决

措施，使异常情况尽快消除，确保引流效果的稳定可

靠。 
（3）引流管护理 
护理人员在患者进行负压吸引期间，应嘱咐患者

减少自身的活动量，避免因患者活动量过大而造成引

流管扭曲、折叠、牵拉或变形等问题。同时采用适当

的固定措施，加强对患者管道的保护力度，有效防止

非计划性拔管的现象发生，确保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

顺利安全出院。负压引流过程中，对引流管进行有效

的护理，可防止引流引起伤口血肿感染等并发症。无

菌引流瓶应定期更换。术中应用血管夹夹住引流管，

关闭负压源，防止引流液倒流和逆行感染。 
（4）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与心理指导 
若患者意识清醒，需采用通俗易懂方式讲述深静

脉置管有关知识，支持、鼓励患者，关注患者情绪变

化，及时疏导，消除负性情绪。其四，加强术后管理，

观察 VAS 引流管管型清晰情况、漏气现象，若无叶体 
流出，及时检查引流管的折叠情况，对引流管流速适

当调整，确保冲洗管中液体通畅；对敷料粘性进行检

查，在出现严重漏气时需及时更换敷料；敷料适当按

压，对周围薄膜膨胀现象进行查看，确保敷料封闭性。 
（5）切口皮肤干预 
护理人员通过密切观察患者的切口皮肤状态、清

洁消毒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切口位置清洁干燥和定时

更换敷料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切口感染的情况出现，

使患者免受额外的疼痛折磨，促进患者的手术切口尽

快愈合。若患者的切口愈合进度较慢，护理人员可以

将原有敷料更换为银离子敷料，以此达到加快切口愈

合进度的良好作用，让患者的病症问题早日改善，令

患者的身体状况尽快好转[3]。 
（6）疼痛护理 
手术后，大部分的患者都会变得疼痛加重，护士

需要好好观察疼痛部位。好好地进行患者的心理咨询。

人的疼痛是正常的反应，让患者的心情放松。可以给

患者播放有趣的电视节目。要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患

者疼的话很难。可以对患者使用止痛药。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主

要以引流量、引流时间、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和并

发症发生率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两组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各

项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

和（ x s± ）标识 效果 ，经 χ2 和 t/χ2 检验后，以（P＜0.05）
标识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引流量、住院时间及引流时间 
从表 1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引流量、引流时

间和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均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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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比较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 

组别 例数 引流量 引流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30 16.27±5.16 26.05±2.75 7.24±1.93 

对照组 30 22.97±7.52 30.59±4.92 10.39±2.75 

t - 6.508 4.136 3.798 

P 值 - ＜0.05 ＜0.05 ＜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比较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20 9 1 96.67％ 

对照组 30 10 14 6 80.％ 

χ² - - - - 17.526 

P 值 - - - - ＜0.05 

2.3 两组并发症护理 
观察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共出现 1例积血情况，

故该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3.33％（1/30）。而对照

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共出现 3 例积血和 2 例感染的

情况，故该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6.67％（5/30）。
经对比可得，两组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VSD 术为外科引流技术革新，在创面清创以后有

效覆盖创面，预防创面感染，且能够充分引流创面，

有助于肉芽组织生长，加快愈合速度，减轻患者痛苦。

然而，VSD 术后留置管道中，极易出现导管堵塞等现

象，一旦发病，将延长治疗时间，增加治疗难度，给

患者带来痛苦。除此之外，VAS 负压引流术伴随感染、

疼痛等不良事件，给患者带来痛苦，需加强护理干预，

预防并发症。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切口的有效引流是保证切口

迅速恢复的重要措施。有效的引流可以保证患者切口

干燥无感染，使患者伤口迅速愈合。如果护理措施不

当，引流液会引起伤口感染，进而导致切口血肿、感

染、出血、化脓等相关并发症，严重影响对术后切口

的康复效果有严重影响[3]。负压引流作为一种有效的引

流方式，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进行有效护理的，可以

保证患者伤口的快速康复，有助于提升患者康复效果。

负压吸引护理过程中，应根据病人的基本情况调整压

力，使引流管通畅，使引流液顺利排出。在护理过程

中要求无菌操作，防止患者逆行感染。最后要密切观

察患者伤口愈合情况，及时更换敷料，保证伤口干燥

清爽，使患者切口能够在进行有效引流后，可以迅速

恢复。 
综上所述，对甲状腺乳腺术患者采用负压引流专

业护理，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症特点和身体状况，采

用加大巡房频次、密切观察引流情况、及时处理异常

问题、并发症预防、提高引流管保护力度、清洁消毒

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切口位置清洁干燥、定时更换敷

料和采用银离子敷料等措施，使患者的临床护理质量、

护理满意度及安全性均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让患者

的整体康复进度大大加快，令患者的身体状况尽快好

转，促进甲状腺乳腺术患者的早日出院，在今后的临

床护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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