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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对比 

郭 菲，胡 静，王 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手术部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分析术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旨意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

提供参考资料。方法 回顾性分析选取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间病房进行手

术的甲状腺癌患者 80 例，分为观察组（n=41）和对照组（n=39），两组均接受甲状腺癌根治术，其中观察组在

术前进行颈后仰最大角度的测定，且术中体位摆放时小于测定的最大值，对照组使用传统体位摆放，对比分析 2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SPNV）发生率以及术后满意度。结果 与
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术后 24 h 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

（SPNV）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术前颈后仰角度

测定可明显降低术后 24 h 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SPNV）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可推广于日间手术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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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eoperative neck tilt angle measurement in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daytime surger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related personnel's research work.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80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the daytime ward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rom June 2021 to March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41) and a control group (n=39). Both groups underwent radical thyroid cancer surgery.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maximum angle of neck tilt back, and the intraoperative position was less than 
the measured maximum valu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positioning,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urgical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incidence of thyroid surgery position syndrome (SPNV), 
and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urgical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The 
incidence of thyroid surgery position syndrome (SPNV)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4 hours after surgery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neck tilt angle measure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hyroid surgery position syndrome (SPNV) 24 hours after surger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can be promoted for 
use in daytime surgery. 

【Keywords】Measurement of cervical posterior angle before surgery; Thyroid cancer; Daytime surgery; Application 
effect; value analysis 

 
甲状腺癌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恶性肿瘤，手术治

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方式。日间手术是指患者在短时间

内入院、手术和出院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具有减

少医疗资源消耗和方便患者等方面的优势[1]。然而，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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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术前颈后

仰角度测定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及方法 
1.1 基线资料 
回顾性分析选取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间病房进行手术的甲状腺

癌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受试者自愿参加实验调查，

在此同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实验经过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实施。相关精神符合《赫尔辛基宣

言》内的有关内容。 
纳入标准：同意参加实验调查者、临床资料完整者、

疾病治疗依从性良好者。排除对象：拒绝参加实验调查

者、临床资料缺失者、精神疾患、合并严重基础性疾病

者、疾病治疗依从性过差者。现结合受试者干预方式差

异性，分为观察组 41 例、对照组 39 例。观察组内男

11 例、女 30 例。年龄区间为 25.51~76.29 岁，年龄均

值为（52.26±1.28）岁。对照组内男 12 例、女 27 例。

年龄区间为 26.36~77.58 岁，年龄均值为（53.29±1.39）
岁。经比较，两组受试者基线资料差别不显著，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该组患者应用传统甲状腺手术体位摆放方式。患

者麻醉之后，经由巡回护士、麻醉师、医生一并协作，

于病患的肩下加垫软枕。患者的颈部需要垫好体位垫。

充分暴露颈部，在缝合皮肤时，需要去颈部、肩部的肩

下体位垫。 
（2）观察组 
本组患者术前进行颈后仰最大角度的测定，且术

中体位摆放时小于测定的最大值。详细操作方式为：患

者端坐，头部自然正中，双眼平视前方。护士位于患者

身后，双手拇指与食指固定患者枕骨隆突处，另外双手

各持一把直角三角尺，一角固定于患者双耳，另一角与

水平面垂直；护士双手拇指与食指固定患者枕骨隆突

处，慢慢向后仰患者头部，观察直角三角尺与水平面之

间的角度变化；当患者颈后仰至最大角度时，记录下角

度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测试过程中应保持舒适，避

免过度紧张和疲劳；护士应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固定好

患者头部，避免移动；术中摆放时，患者的颈后仰角度

应小于测定的最大值，以确保呼吸道通畅，减少术后并

发症的风险。 
1.3 观察指标 
（1）分析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引流量对比详情。 
（2）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详情。本实验

使用我院自制的临床护理满意率调查表，分析患者对

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详细分为“满意”、“较满意”、

“不满意”三项。总有效率=满意率+较满意率。 
（3）分析两组患者手术后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

（SPNV）发生率。 
1.4 统计学原理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

对比详情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

后引流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参照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详情 
对照组护理满意率为82.05 %，观察组为97.56 %。

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更高，组间数

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参照表 2。 
2.3 两组患者手术后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

（SPNV）发生率对比详情 
对照组手术后 SPNV 发生率为 17.95 %（7/39），

观察组为 2.44%（1/41）。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术后 SPNV 发生率更低，P＜0.05。 
表 1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对比详情（͞x±s） 

小组类别 例数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术后引流量 

对照组 39 3.52±0.14 76.29±2.58 211.14±2.39 

观察组 41 3.69±0.82 74.28±5.44 212.84±2.84 

t  0.558 0.154 1.254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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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详情[n，%] 

小组类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39 20 12 7 82.05% 

观察组 41 30 10 1 97.56% 

t     15.254 

P     ＜0.05 

 
3 讨论 
在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中，术前患者的体位摆放

对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体位摆放方法虽然可以满足手术需求，但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在长时间保持特定体位的情况下，患者

可能会出现肌肉酸痛、关节僵硬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

至可能影响手术的进行。同时，不合适的体位摆放也可

能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影响其手术配合度和术后恢

复；相关文献证实：在甲状腺癌手术中，术野的暴露和

手术操作的精细程度要求很高。传统的体位摆放可能

影响手术视野、限制手术操作，甚至可能增加手术时间

和出血量，从而增加手术风险；保持适当的体位有助于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的康复。但值得注意

的是，传统的体位摆放方法可能无法满足上述需求，导

致术后恢复时间延长或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增加。 
本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无统计学意义。观察

组术后 24 h 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SPNV）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细机制为：通过仰角度测定，能够

更精准地确定患者的最佳手术体位，有助于减少在手

术中的体位调整次数，提高手术效率，降低手术时间，

同时减少了手术相关的并发症风险。合理的体位摆放

可减少术后患者的不适感，缓解术后恶心、呕吐等不良

症状，从而提升了患者的术后体验和护理满意度。最重

要的是，通过有效的体位策略，可以减少神经损伤和皮

肤压力性损伤的发生，有效降低术后甲状腺手术体位

综合征的发生率，为患者的康复和健康保驾护航。上述

举措的实施不仅仅是在手术操作层面的改进，更是对

患者全程护理的关怀与优化，体现了对医疗质量和患

者生命质量的双重关注。 
相关文献表明[2]：在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中，患者

的体位摆放对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安全性具有

重要意义。颈后仰角度的测定是术前评估患者体位适

应性和颈椎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国内研究者对于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定主要集中

在甲状腺手术患者术后疼痛和不适症状的研究方面。

有学者通过对甲状腺手术患者进行术前颈后仰角度测

定，发现术后疼痛和不适症状与术前颈后仰角度存在

相关性。该学者建议在术前对患者进行颈后仰角度测

定，以评估术后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并采取相应措施

进行干预。一项研究发现[3]，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定可

以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合进行甲状腺癌日间手术。

该学者指出，对于颈后仰角度较大的患者，其颈椎的稳

定性和适应性相对较好，因此更适合进行日间手术。此

外，还有研究者提出，通过对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定，

可以预测患者术后出现的颈部疼痛和僵硬等不适症状。

但值得说明的是，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术前颈后仰角度

测定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患者颈椎情况和手术可行性的

信息，但它并不能完全预测术后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

因此，在决定是否进行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时，还需要综

合考虑患者的其他因素，如年龄、身体状况、手术风险

等。 
就术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研究前景及相关展望来看，主要为：通过

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定，可以评估患者在进行甲状腺

癌日间手术时的适应性。对于颈后仰角度较大的患者，

其颈椎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对较好，因此更适合进行

日间手术。通过这种评估方式，可以为医生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信息，避免手术风险的发生；研究已表明[4]，术

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可以预测患者术后出现的颈部疼痛

和僵硬等不适症状。通过对患者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

定，可以提前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减轻患者不

适感。根据测定的结果，可以制定针对性地康复计划，

有效地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 
目前术前颈后仰角度的测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建立相应的测定标准，以确保测定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时，应探讨不同测定方法的效果

比较，以便选择最合适的测定方法；在评估患者是否适

合进行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时，相关工作人员应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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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患者的其他因素。只有在确保患者身体状况稳定、手

术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手术治疗；术前颈后仰

角度测定作为一种评估患者体位适应性和颈椎安全性

的重要手段，应进一步推广其在甲状腺癌日间手术患

者中的应用价值。通过广泛的应用实践，可以不断完善

和提高该技术的应用效果；日后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甲

状腺癌日间手术后患者的疼痛管理[5]。通过有效的疼痛

管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同

时，应探讨如何通过术前颈后仰角度测定与术后疼痛

管理的结合，进一步提高甲状腺癌日间手术的治疗效

果。 
综上所述，术前颈后仰角度测定可明显降低术后

24 h 甲状腺手术体位综合征（SPNV）发生率，提高患

者满意度，可推广于日间手术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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