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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自发性气胸患者胸腔闭式引流术围术期的应用效果

李翠华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山东烟台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针对性护理在自发性气胸患者胸腔闭式引流术围术期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18
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院内接受胸腔闭式引流术的自发性气胸患者共 102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 102例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针对性护理）。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疼痛程度；心理状态以

及生活质量。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针对性护理模式的应用可改善接受胸腔闭式引流术的自

发性气胸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疼痛程度；心理状态；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自发性气胸；胸腔闭式引流术；并发症发生率；疼痛程度；心理状态；生活质量

【收稿日期】2023年 10月 15日 【出刊日期】2023年 11月 15日 DOI: 10.12208/j. jmnm.2023000612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Cuihua Li

Yantai Hospital, Yantai,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who received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i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10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and observation group
(targeted ca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egree of pain;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model can improv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patients receiving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Degree of pain; Mental stat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re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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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胸科疾病之中，自发性气胸病例相对较高，

诱发自发性气胸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患者胸膜腔密闭性

受到损伤，使得肺以及支气管空气进入胸膜腔。若患

者病情迁延不愈，则会存在较大的机率使其出现胸腔

几页甚至是呼吸衰竭，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胸腔闭

式引流术可帮助胸膜腔内气体排出，进而最大程度的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在手术结束后，患者不可避免

的需要留置引流管，如果此时未能得到高质量的照护，

则可出现多种类型的并发症，进一步影响患者预后。

认为：在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重

视对于患者术后的管理，围手术期的照护同样具有多

方面的意义。在孙佳烨[1]等人的研究中显示：通过予以

接受胸腔闭式引流术的自发性气胸患者针对性的护理，

可显著改善患者并发症情况。本文将探析针对性护理

在自发性气胸患者胸腔闭式引流术围术期的应用效果，

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8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院内接受胸

腔闭式引流术的自发性气胸患者共 102例，作为本次

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入院序列数为基础，采用随机

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102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51例，男 26例，女 25例，平均

年龄（56.32±6.13）岁，观察组患者 51例，男 28例，

女 23例，平均年龄（57.33±6.02）岁，两组一般资料

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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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

术前予以患者全面的检查，引导患者完成术前准

备，术中对患者各项生理指标进行检测，避免意外事

件的发生，术后落实病情检测，完善基础性护理措施。

1.2.2观察组方法

术前：①构建专业的针对性护理小组，小组由医

师、护理人员、营养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由护

理人员落实患者病情资料的整理工作，整理完成后予

以针对性护理小组中的成员，使其能够明确不同患者

的病情状态。

②予以患者术前的心理引导，术中应激反应的出

现是最为糟糕的情况，术前由护理人员应用心理状态

评估量表对患者情绪以及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掌握患

者术前心理情况，警惕其所存在的焦虑或是过度恐惧

情绪，通过具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③由护理人员落实术前准备工作，提前对手术室

温度以及湿度进行调节，保障手术室的无菌状态，落

实手术相关器械的准备。

术中：①对患者各项生理指标进行严密的检测（包

括：心率、血压、脉搏等），同时重点观察手术过程

中引流管以及水封瓶是否漏气，在落实穿刺过程中，

如果患者出现异常状态，则需立即告知医师，并停止

穿刺操作，在患者恢复正常手术状态之后落实手术操

作。

②强化术中的保温护理，对具备加热条件的输注

液体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保障输注液体与患者自身

体温基本一致，对于手术过程中所采用的冲洗液同样

进行适当的加热，注意温度不宜过高，从而降低患者

出现应激反应的机率。严格控制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相

关部位的暴露，由于温度会通过皮肤逐步流失，应而

应当减少不必要暴露部位的暴露，可采用相应的覆盖

物对患者此类部位进行适当的覆盖，从而降低温度流

失的情况。

术后：①持续对患者生理指标进行严密的检测，

确保患者生命体重处于平稳状态，检查引流装置的状

态，如存在密闭状态不佳等情况，则应及时告知医师，

并予以解决。强化对于引流管的护理，在落实护理操

作的过程中，要求护理人员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原则，

最大程度的控制患者感染的机率，定时对水封瓶内的

负压情况进行检查，明确其是否存在漏气等不良情况，

定时对无菌引流瓶进行更换，如果患者在手术结束后

的 2-3天之内，其引流管之中不存在气体排出的情况，

二十四小时引流量小于 10ｍｌ，且患者肺部的膨胀状

态未出现异常，则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拔除引流管。

在拔除引流管之前，需再次应 X线明确其肺部膨胀情

况，确认不存在呼吸困难且各项生理指标稳定之后方

可拔管。

②落实对于患者的健康教育，术后的健康教育对

于患者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制作术后恢复

知识手册等方式落实健康教育，引导患者学习并掌握

在胸腔闭式引流术后的注意与禁忌事项，通过有效的

沟通使患者明确配合落实干预措施的意义以及重要性。

③强化对于患者的疼痛护理，术后疼痛是患者不

可避免的问题，在护理过程中，可应用 VAS评分对患

者疼痛程度进行评定，结合评定结果予以其具有针对

性的护理措施。对于疼痛症状较轻的患者，可通过播

放轻音乐转移患者对于疼痛的注意力，提升其疼痛阈

值。对于疼痛症状明显的患者，则可落实对于患者的

负压调节，降低其疼痛程度。

④落实对于患者的出院指导，在患者出院前为其

发放健康指导手册，讲解在家庭环境中恢复的注意事

项，引导其掌握相关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避免屏气、

长时间浮肿以及剧烈的咳嗽，每日开展适当的运动锻

炼，锻炼内容主要以有氧运动为主。可添加患者及其

家属联系方式，定期予以其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确保其出院后的恢复质量。

1.3观察指标

1.3.1并发症包括：皮下气肿、感染以及肺不张。

1.3.2疼痛程度采用 VAS评分进行评定。

1.3.3心理状态采用 SAS、SDS评分进行评定。

1.3.4生活质量采用 SF-36量表进行评定。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皮下气肿 3 例，感染 4 例，肺不张 3
例，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9.61％；

观察组中：皮下气肿 1 例，感染 0 例，肺不张 0
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96％；其中χ2=8.254，
P=0.004。

2.2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疼痛程度

对比两组的疼痛程度，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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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疼痛程度[n,（%）]

组别 例数 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对照组 51 7 23 13 8

观察组 51 17 31 2 1

χ2 - 5.971

P - 0.015

2.3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心理状态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护理前两组对比 P＞0.05，
护理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对照组护理前的 SDS评分为：（54.37±1.16）分；

观察组护理前的 SDS 评分为：（54.46±1.11）分；其

中 t=0.400，P=0.690。
对照组护理后的 SDS评分为：（52.55±1.00）分；

观察组护理后的 SDS 评分为：（48.69±1.38）分；其

中 t=16.175，P=0.001。
对照组护理前的 SAS评分为：（53.04±1.30）分；

观察组护理前的 SAS 评分为：（53.10±1.26）分；其

中 t=0.237，P=0.813。
对照组护理后的 SAS评分为：（51.59±1.05）分；

观察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为：（49.02±0.98）分；其

中 t=12.779，P=0.001。
2.4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生活质量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对照组生理职能评分：（22.13±4.90）分，观察组

生理职能评分：（31.46±6.99）分，其中 t=12.829，P=0.001。
对照组心理职能评分：（16.02±3.53）分，观察组

心理职能评分：（26.10±5.12）分，其中 t=13.556，P=0.001。
对照组社社会功能评分：（15.05±4.06）分，观察

组心理职能评分：（24.83±4.69）分，其中 t=15.712，
P=0.001。

3 讨论

针对性护理模式属于临床较为新颖的护理模式之

一，其核心是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在护理过

程中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使得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所采用的护理措施更据科学性

以及合理性[2-4]。其具有个性化、针对性以及全面性等

方面的特点，在实际应的过程中，能够根据患者的实

际需求需求，为患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其

中可涉及身体、心理、饮食等多个方面。针对性护理

的实施原则是以患者为主，在为患者行护理操作时充

分关注到了个体的心理以及生理差异性，从而提供给

患者更多的针对性个性化护理服务，保障患者的恢复

质量以及恢复速度[5-8]。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模式的应用可改善接受胸

腔闭式引流术的自发性气胸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疼

痛程度；心理状态；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值得

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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