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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一体化护理在垂体瘤切除术患者中的应用 

曹 芹，孙 静，周小梅，孙文杰，陈 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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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患者中应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对患者治疗效果的作用。方

法 选取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于我院接受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 24 例垂体瘤确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4 例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施以不同护理方式，比较临床效果。结果 两组患

者接受护理后不良情绪评分均有所降低，而实验组数据变化更加明显，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术后

发生并发症的概率更低 P＜0.05。结论 在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应用医护一体化护理可使手术效果强化，促

进患者术后恢复，改善其心理状态，预防术后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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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tumor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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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nursing mode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tumor resection by transnasal sphenoidal approach. Methods A total of 24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ituitary tumor who 
received transnasal sphenoidal approach pituitary tumor resection in a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2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n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 change of dat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obviou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obability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nursing care in transnasal sphenoidal approach for 
pituitary tumor resection can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effect, promote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prevent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av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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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位于颅底、下丘脑腹侧，病灶于此处多为良性

肿瘤，但若任其发展则会压迫神经，对患者日常生活造

成影响。相关研究表明，部分颅内肿瘤患者会发生精神

障碍，1 /3 的垂体瘤患者有显著的焦虑抑郁情绪[1,2]，

目前临床上针对垂体瘤的治疗形式多以手术为主[3]，放

射治疗和药物治疗为辅，但由于病灶位于鞍区，大量神

经组织脉络错综复杂，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鼻蝶入路垂

体瘤切除术所涉及的技术逐步趋近于成熟，其以损伤

小、不影响美观、术后恢复快等优势被广大患者所接

受，成为实现提升垂体瘤临床治疗效果的关键路径[4,5]。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医护一体化的临床护理路径在垂

体瘤切除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8 月-2022 年 8 月于我院接受经鼻蝶

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 24例垂体瘤确诊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排除合并严重脏器功能不全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所

有纳入研究患者均已对相关事宜知晓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采用随机数字分组法将 24例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男女比为 6：6，年龄 18~71（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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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岁，病程 0.4~5.2（2.7±0.6）年；对照组男女

比为 5：7，年龄 30~79（54.25±13.12）岁，病程 0.2~5.6
（1.8±0.4）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中各项指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 12 例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方式，包括术前护

理和术后护理两个阶段。术前需要协助患者将检验、影

像资料检查准备妥当，告知患者手术期间及术后的相

关注意事项，并让他们在手术前一天禁食，建立静脉通

道，常规手段预防常见并发症。手术过后需密切关注患

者各项指标变化情况，若一旦突发状况立即采取相应

措施予以施救，还包括且不局限于用药指导、引流管护

理等。 
实验组 12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以医护一

体化护理干预，具体为： 
①成立医护一体化小组，组建成员包括主治医生、

床位主任、质控护士、责任护士、护士长等。 
②构建微信群，及时沟通垂体瘤相关问题，如手术

方法、护理方式等，相互学习，提升相关医护知识的掌

握程度。同时在微信群中可及时发布工作讯息，使医护

人员及时做好术前准备。 
③定期组织小组成员参加理论知识培训，全面、系

统地学习垂体瘤相关专业知识，并在原有掌握知识的

基础上进行强化，掌控新动态、新技术，使其综合水平

提升。 
④定期组织小组成员参与应急能力培训，提升其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熟练掌握急救技巧，使急救措

施规范化，强调协同合作的重要性。一旦发生事故，及

时采取得当的抢救措施，可以增加抢救的成功率。 
⑤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疑难病例讨论，回顾经典

病例，讨论手术方式，明确手术风险以及术后护理注意

事项，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护理。 
⑥以入院时录入的基本情况作为对照，详细评估

患者病情变化对手术及预后的影响，若患者生命体征

出现异常，护理人员应及时上报医生。定期对患者影像

学指标、血液检查指标、内分泌指标等进行复查，并及

时将检查结果交由医生进行辅助手术方案及护理方式

的制定和调整。 
1.3 观察指标 
①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

用于评价患者的不良情绪。 
②术后并发症；颅内感染、脑脊液漏、低钠血症、

尿崩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n）、百分率(%)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统计学方法用 t 检验。以

Ｐ＜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前后不良情绪变化分析 
研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

（SAS）对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的不良情绪进行测评，并

通过比较两组数据的变化情况推断护理方式的有效性。

测评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后不良情绪评分均有

所降低，而实验组数据变化更加明显，P＜0.05（表 1）。 
2.2 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分析 
针对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进行记录，数据显

示：实验组有 2 例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具体为尿崩

症、低钠血症各 1 例，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6.67%； 
对照组有 5 例患者术后并发症，具体为低钠血症

3 例，脑脊液漏、尿崩症各 1 例，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41.67%。两组数据呈现显著差异，P＜0.05（表 2）。经

及时妥善处理，患者预后良好，病情均显著好转。 
3 讨论 
垂体瘤属于良性肿瘤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患

者的身体成长发育及劳动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若肿

瘤压迫神经还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

康发展十分不利。目前，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是患者接

受程度最高的微创手术方法之一，但仍有部分风险无

法规避，为使治疗效果得到全方位提升，护理工作的落

实至关重要[6]。常在临床上应用的优质护理、舒适护理

等护理方式各有千秋，能使垂体瘤患者术后减轻负担，

稳步推进术后康复进程，但这些护理方法的实践应用

中仍存在部分细节无法照顾周全的情况。为使接受经

鼻蝶垂体瘤切除术的患者得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寻

找更贴合的护理方式、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大量文献证实，医护一体化这种新型护理模式可

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减轻他们的痛苦，同时也

可以通过医疗服务的整合，来增强医护人员与患者之

间沟通的有效性，让医护人员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真

实情绪，从而提升患者的舒适度[7]。医护一体化护理模

式与其他大多数的护理方法略有差异，不但顾及到了

患者本身，也将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考虑在内，究其根

本，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是患者是否得到妥善治疗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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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护理前后不良情绪变化分析[分，（ sx ± ）] 

组别（n） 
SDS SAS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实验组（12） 45.7±5.3 28.5±4.2 49.2±4.6 31.2±4.1 

对照组（12） 44.9±5.0 37.4±4.8 47.1±4.9 40.3±4.4 

t 0.746 4.231 1.329 5.896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分析[n，（%）] 

组别（n） 颅内感染 脑脊液漏 低钠血症 尿崩症 总发生率 

实验组（12） 0 0 1 1 2/12（16.67%） 

对照组（12） 0 1 3 1 5/12（41.67%） 

χ2 - - - - 7.492 

P - - - - ＜0.05 

 
综上所述，在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应用医

护一体化护理可使手术效果强化，促进患者术后恢复，

改善其心理状态，预防术后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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