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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护理在肝脏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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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文章以探讨对肝脏手术患者采用系统化护理的具体效果为目的。方法 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在我院行肝脏手术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以护理方式为依据将患者分组，纳入参照组患者均行常

规护理（50 例），纳入研究组患者均行系统化护理（50 例），统计临床数据，判定护理效果。结果 经数据统计

后显示，患者肝功能指标、情绪评分、护理满意度对比，护理后研究组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对肝脏手

术患者采用系统化护理的效果显著，有助于改善患者肝功能，同时不良情绪得到缓解，增强治疗积极性，降低并

发症，效果理想，患者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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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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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iver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ode. All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50 cases), and all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systematic nursing (50 cases).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o determin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liver function index, emotional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nursing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liver surgery is significant,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dverse mood can be alleviated, the treatment enthusiasm can be enhanced, the 
complications can be reduced, the effect is ideal, and the patients are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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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手术是一种复杂且风险较高的手术，术后患

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和护理，同时术后患者往

往面临着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如：疼痛、生胸腔积液、

感染等，加上很多患者因对疾病及手术缺乏相应了解， 
极易引发恐惧、焦虑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生理、

心理健康[1]。因此，护理在肝脏手术患者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对于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并发症发生具有

重要意义[2]。系统化护理目前临床应用广泛，是一种全

面、协调、高效的护理模式，它以患者为中心，以护理

程序为核心，通过标准化操作流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团队协作与沟通、护理质量评估、终身学习与发展以及

整体协调护理等手段，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3]。

本次文章以探讨对肝脏手术患者采用系统化护理的具

体效果为目的，通过总结患者肝功能指标、负性情绪变

化、护理满意度临床数据，以判定护理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获取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在我院行肝脏手术

的 100 例患者病例信息，判定符合研究标准并与患者

沟通同意后入组，执行研究计划，同时以护理方式为依

据将患者分组，研究组：男占 60.00%（30 例）、女占

40.00%（20 例），年龄 35-75 岁，均值（55.35±2.48）
岁；参照组：男占 58.00%（29 例）、女占 42.00%（21
例），年龄 35-73 岁，均值（54.28±2.27）岁；资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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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组间对比存在分组条件（P＞0.05）。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方法为：①休息及活动指导：

术后需卧床休息，以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伤口愈合。同

时，定期协助患者翻身，预防压疮的发生。应随着病情

的好转，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手术方式，制

定个性化的活动计划。鼓励患者进行适当的下床活动，

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②伤口护理：护理人员密切观察

伤口的渗血、渗液情况，如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医生处

理。同时，应保持伤口及其周围皮肤的清洁干燥，定期

更换敷料，防止感染的发生[4]。 
研究组：系统化护理，方法： 
①术前全面评估：在肝脏手术前，系统化护理要求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

背景等。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为手

术做好准备。同时，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手术流程、

风险及预后，消除其焦虑和恐惧情绪。 
②生命体征监测：在肝脏手术后的恢复过程中，系

统化护理要求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包括

心率、血压、呼吸等。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采取相

应措施，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③疼痛管理：肝脏手术后，患者常常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疼痛。系统化护理强调疼痛的管理与控制，采用药

物镇痛、物理疗法等综合措施，缓解患者疼痛，提高生

活质量。同时，关注患者的疼痛感受，及时调整护理方

案，确保疼痛得到有效控制。 
④导尿管管理：肝脏手术后，患者可能需要留置导

尿管。护理人员应妥善固定引流管，避免其受压、扭曲

或脱落。并要求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避免感染；同时，

密切关注尿液的颜色、量及性状，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

情况。如发现引流液异常或引流管堵塞，应及时处理。 
⑤饮食指导：肝脏手术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影响较

大，给予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支持计划，包括饮食调

整、补充营养素等[5]。同时，向患者及家属提供饮食指

导，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促进康复。 
⑥心理疏导：肝脏手术不仅给患者的身体带来创

伤，还可能对其心理产生负面影响。护理人员注重患者

的心理疏导与情绪管理，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支持等方

式，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

信心。 
⑦并发症护理：肝脏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包

括感染、出血、肝功能异常等。护理人员制定并发症预

防方案，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

一旦发现并发症迹象，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确

保患者的安全[6]。 
1.3 判定标准 
总结患者肝功能指标、负性情绪变化、护理满意度

临床数据，以判定护理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χ2 对计数资料（n%）进行检验；利用 t 对计

量（x±s）检验。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深入处理，若显示 P＜0.05，说明了有意义，若

无意义时，则会显示出 P 值超过 0.05。 
2 结果 
3 讨论 

肝脏手术是一种针对肝脏疾病的外科治疗方法，旨在

修复或移除受损组织，恢复肝脏的正常功能，目的是去

除病灶、缓解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7]。 
表 1  对比护理前后患者肝功能指标（x±s） 

组别 例数 时间 AST（U/L） ALT（U/L） TBIL（μmol/L） 

研究组 50 
术前 95.16±32.39 162.43±22.19 84.09±10.13 

术后 36.25±12.16 37.69±12.16 25.53±5.45 

参照组 50 
术前 95.23±33.14 161.21±23.09 84.18±10.32 

术后 56.92±18.42 67.17±10.49 55.17±10.46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患者情绪评分（x±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65.04±2.51 32.03±2.58 64.96±2.37 33.13±2.23 

参照组 50 65.01±2.36 43.98±2.76 64.49±2.41 45.01±2.36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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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50 37（74.00%） 12（24.00%） 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22（44.00%） 20（40.00%） 8（16.00%） 42（84.00%） 

P     ＜0.05 

 
肝脏手术是治疗肝脏疾病的重要手段，但在手术

过程中需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和原则，确保手术安全和

效果。患者需充分了解手术风险和预后，积极配合医生

的治疗方案和术后护理，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恢复效

果[8]。肝脏手术后，患者身体机能受到一定影响，需要

一段时间来恢复。另外，手术还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心

理压力，如焦虑、恐惧、担忧等负性情绪[9]。因此，针

对肝脏手术的积极有效护理是非常重要的。肝脏手术

作为一类复杂的医疗操作，不仅要求医生具备精湛的

医术，同时还需要护理团队提供全面、系统的护理服务。

系统化护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护理模式，它强调以患者

为中心，结合疾病特点、临床实践经验、患者护理需求

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系统化干预措

施，旨在为患者提供全面、连续、科学的护理服务。系

统化护理不仅关注疾病的生理治疗，还重视患者的心

理、社会、精神等层面的需求[10]，以实现最佳的预后效

果。 
综上所述，对肝脏手术患者采用系统化护理的效

果显著，有助于改善患者肝功能，同时不良情绪得到缓

解，增强治疗积极性，降低并发症，效果理想，患者满

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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