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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护理在肝胆外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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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肝胆外科护理中应用全程护理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本院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肝胆外科患者共 140 例，将其按照比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在临床观察护理中将

常规护理应用在对照组的患者护理过程中，将全程护理应用在观察组的护理过程中，将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疼痛评分以及初次下床时间进行比对，同时计算两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发生几率。结果 经过对两

组的各项数据进行比对后发现，观察组所得数据普遍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
结论 在肝胆外科护理过程中采用全程护理的护理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并减少疼痛感，值得

在临床中应用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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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whole course nursing in hepatobiliary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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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whole course of nursing in hepatobiliary surgery.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40 hepatobiliary surgery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In 
clinical observation nursing, routine nursing was applied to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the whole nursing process was applied to the nursing proces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pain score and time of first getting out of bed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were calculated. probability.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it is found that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general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meets the criterion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the whole nurs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recovery speed and reduce 
pai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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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肝胆外科进行临床治疗时，通常采用的是外

科手术的形式进行，其中手术的主要内容有肝脏、

胆管以及周边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在肝胆外科手术

中比较常见手术内容，另外还有多种类的肿瘤、结

石、肝硬化和炎症等等，都在外科手术的范围内。

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两大器官肝和胆，在人体内担任

着关键的代谢作用，如果肝胆出现问题需要马上进

行手术治疗，并且术后的护理工作也对患者的预后

有着关键的影响。根据不断的实践发现，在常规护

理的护理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并且在恢复

期间比较容易出现并发症，全程护理可以有效的改

善常规护理的这一问题，本次研究主要对常规护理

以及全程护理的护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具体研究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院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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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肝胆外科患者共 140 例，将其按照比例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0 例。观察组的患者年龄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73、28 岁，平均年龄为（52.8±5.2）
岁；对照组的患者年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74、
29 岁，平均年龄为（53.2±6.7）岁，对两组患者年

龄资料的收集，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需接受手术治疗。将常规护理应用

于对照组的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在术前将大

概手术流程让患者了解，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病

情和康复情况进行跟踪和观察，并且对患者的术后

并发症进行及时预防，如果患者出现并发症症状，

需要针对不同的并发症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治疗方

案。 
将全程护理应用在观察组的患者护理过程中，

全程分为术前护理、术中护理和术后护理。 
①术前护理。术前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进行，由于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较为痛苦，因此会

在心理上有压力并且比较压抑，因此护理人员需要

及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根据患者的心理特点针对

性的加强护理疏导的强度。如果护理的患者年龄较

大，可能会对麻醉反应和脏器麻痹等问题有疑虑，

护理人员就可以针对患者的脏器指标以及体征指标

进行测评，将麻醉相关知识和本次麻醉方案给患者

进行了解，让患者减少对手术的疑虑，增强手术自

信心[1]。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的各项信息进

行收集，比如手术史、过敏史等等，并且需要了解

到患者是否存在慢性合并症和凝血障碍等病症。 
②术中护理。在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

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的观察，对患者在手术过程

中体征发生的变化进行及时的了解和掌握，根据在

术前对整理的患者个人资料，对其进行合并症的同

步护理。在手术中配合手术人员进行手术器械的投

递，同时还需要根据患者体征的变化和病情发展的

情况与医务人员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患者的新

发疑似灶也需要及时发现和沟通。对于存在慢性合

并症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重点护

理，根据其病症情况采取不同的护理方法；而对于

存在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要在护理过程中准备好

低分子肝素，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用

药，保证患者的血运[2]。 

③术后护理。手术结束后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

饮食进行科学的搭配和引导，同时对患者的机体进

行复健护理，针对存在并发症的患者需要及时的采

取方法进行处理。在引导患者进行科学饮食护理中，

护理人员不仅需要告知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基本禁忌

和营养摄取的原则，同时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的患

者采取不同的饮食方案，根据患者自身的病情进行

拟定。如果是年龄较大的患者，需要尽量引导其食

用半流质和流质食物，提高患者的吸收程度，在这

一基础上逐渐增加其他食物，慢慢恢复饮食[3]。同

时需要给患者普及各种保肝护肝的相关知识，需要

引导患者在作息上保持规律。在护理过程中还可以

给患者提供小剂量的非甾体药物进行镇痛，对于一

些严重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增加剂量。在护理过程中

对患者的切口做好监测工作，同时预防患者的压疮，

针对合并症的患者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手段促进

切口愈合。 
1.3 观察指标 
在护理过程中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疼痛感、

初次下床活动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记录并对

比，以分值对患者的疼痛感进行表达，疼痛感越强

分值越高，共 1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采用 SPSS21.0 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统

计，计数和计量分别采用（ x ±s）以及%进行表示，

通过 t 和 X2 进行检验，如果 P＜0.05，视为符合统

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 结果 
2.1 对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疼痛感以及初次下

床时间进行了观察和对比，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观

察组的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的

评判标准（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疼痛评分以及初次下床活动时间的

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初次下床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 疼痛评分 

观察组 70 17.27±3.2 7.21±2.69 2.41±0.64 

对照组 70 21.22±3.8 9.73±2.71 5.28±0.75 

t  13.581 8.236 7.215 

P  ＜0.05 ＜0.05 ＜0.05 

2.2 对两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并发症进行了

对比后发现，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几率明显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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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的评判标准（P＜0.05）。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n，%） 

组别 压疮 感染 静脉血栓 其他 总发生率 

观察组 2 1 0 0 4.28 

对照组 5 2 0 3 14.28 

X2     7.365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肝胆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并且在医院

中也具有专门的科室对其进行治疗，由于患者自身

的身体状况和病情不同，因此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性。在临床外科手术中，有着比较成熟的治疗方式，

并且也得到了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是在传统的

肝胆外科手术护理过程中一般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

行手术，这种护理方式对患者的护理效果却很一般，

患者的并发症发病几率并未减少，并且在住院的过

程中也有着较长的恢复时间和明显痛感[4]。而全程

护理可以有效的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发病几率和身体

恢复时间，同时减少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痛感。 
全程护理的主要特点就是将常规护理流程进行

保留，并在这一基础上将其中的细节更加细化，同

时提高护理各项工作的延伸性以及覆盖性，让患者

在护理过程中有更好的恢复。在实际的护理过程中，

通过对术前、书中以及术后三个护理流程的优化，

来提升患者的康复速度。其中术前加强了对患者的

心理疏导工作，并且对患者的合并症进行了解和搜

集，以减少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几率。在术中对患

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的观察，对身体情况特殊的

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方式。术后对患者的饮食、

复健和并发症预防作为护理的重点内容，同时护理

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差异性来调节护理的方式。

从本次研究来看，采用全程护理的观察组各项指标

明显优于对照组，可视作全程护理价值全面和有效

的体现。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肝胆外科手术护理过程中，

全程护理更有利于患者身体恢复，同时可以减少患

者在恢复过程中的疼痛感和并发症的发病几率，值

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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