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的治疗态度，并做好指导增强其治疗信心。指导家
属掌握以下知识：(1)胃造瘘管护理知识，包括胃造瘘
管妥善固定，并发症的观察，胃造瘘管的维护，出院前
由责任护士指导家属进行胃造瘘管喂养操作，家属能
独立完成经胃造瘘管喂养操作。告知家属喂养后将
患儿倒置的意义，每周测量体重、身高来评定喂养疗
效；(2)持续负压吸引知识，患儿出院后仍需持续吸痰，
家庭自备吸痰器，给予持续负压吸引，掌握吸痰负压
调节方法，保持呼吸道通畅，出现呼吸困难，呕吐等应
及时处理；(3)新生儿护理知识，注意保暖、合理喂养，
饮食卫生，皮肤黏膜护理。出院时提供科室电话接受
咨询服务，出院后由责任护士每周进行电话随访。

3 讨 论
Ⅰ型食道闭锁延期的一期食管吻合一般在生后

12周进行[4]，本例患儿系足月小样儿，出生时体重偏
低，营养稍差，经胃造瘘管提供肠内营养，可尽快改善
患儿营养状态，提高机体免疫力，为延期手术做好充
分的准备，若一期手术完成，手术风险大，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相对提高。相比之下，家属对成功治愈的期望
值较高，对选择保守的延期手术亦无异议，根据该患
儿的条件，选择延期手术即为最佳治疗方案。在分期
手术期间存在两个护理的问题，首先是避免痰液、唾
液的返流引起窒息，其二是胃造瘘的营养管理，这都需
要非常细致的护理及专业知识，长期胃肠外营养带来
诸多不良并发症，费用增加，肠内营养不失为一种安全
的营养补充法，通过胃造瘘管提供肠内营养，并发症相
对较少，管饲方法家属容易掌握，方便护理，可长期留
置。家庭内护理，家属应掌握的护理要点，保持呼吸道
通畅，预防呼吸道感染，管饲的并发症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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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肺癌患者的发病率正

不断上升，对我国居民健康和生命的威胁也越来越

大，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作为一种新型治疗肺部肿瘤

的现代外科技术，目前正被广泛应用于周围性肺癌、

局限于肺叶内不可逆病变疾病的治疗当中[1-2]。但是

由于胸腔镜手术操作难度大，且采用非直视操作等原

因，术后经常会发生各种并发症，因此对围手术期护

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4]。我院胸外科近年来行

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手术者126例，经过细致正确

的围手术期护理，术后恢复良好，均顺利出院，现将护

理体会总结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至2014年5月在

本院拟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126例患者，男性65

例，女性61例；年龄33~69岁，平均(53.9±15.58)岁；体

重42~79 kg，平均(64.48±11.02) kg ；所有患者均为周围

性肺癌，且术前胸部CT结果显示病灶1.81~5.42 cm，

平均(3.49±1.09) cm ；病变位于左侧 55例，其中上叶

24例、中叶17例、下叶14例，右侧71例，其中上叶31

例、中叶17例、下叶23例。所有患者均在全麻、双腔

气管插管下行肺叶切除术，并由患者本人或家属在同

意书上签字 。

1.2 纳入标准 [5] ①术前胸部 CT 均确诊为肺

癌；② CT结果显示为孤立的肺部结节，且局限于单

一肺叶中；③心肺功能评估能耐受肺叶切除者；④没

有参加其他影响性实验的患者。

1.3 脱落标准 ①中途死亡，转院的患者；②自

行要求退出试验的患者。

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5.22.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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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理措施

2.1 术前

2.1.1 心理疏导 由于电视胸腔镜肺叶切除手

术是近几年在临床开展的一项新技术，患者及家属由

于对手术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术前对手术的效果、

存在的风险及手术费用等多方面的顾虑，从而加重了

患者紧张、焦虑、恐惧等各种不良情绪，因此在确定手

术后，由责任护士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术前宣教，

主要向患者介绍手术目的、重要性、安全性等问题。

鼓励患者提问，及时解除患者的疑惑。可以播放手术

的相关多媒体Flash动画，让患者直观认识到手术过

程，从而消除患者对手术的陌生感和由此产生的恐惧

感，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与护理；观察患者的情绪动

态，对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出评估，及时进行心理

疏导，减轻患者心理压力，争取让患者能以一个最佳

的心理状态面对手术[6]，以提高手术效果。

2.1.2 呼吸道准备 ①术前发现有呼吸道感染

的患者，遵医嘱应用抗生素，对于有较长吸烟史的患

者，向患者讲解戒烟的重要性，发现痰多而粘稠者需

行雾化吸入，每天 2~3次；②术前指导患者进行腹式

呼吸，首先鼻子用力深吸一口气，吸气时注意保持胸

部不动，主要使腹部向外隆起，后屏气1~2 s ，再将气

体慢慢从口中呼出；同时训练腹式呼吸，保证术前每

天训练1 h；③指导患者行有效咳嗽排痰训练，患者取

端坐位，四肢保持放松，一手握在患侧切口处，用鼻子

深吸一口气后屏气 1~2 s，再用胸腹部的力量用力咳

嗽，让痰液随气流冲出；④嘱患者早晚刷牙，保持口腔

卫生。

2.1.3 健康教育 入院后吸烟患者认真耐心地

解释吸烟对身体和手术的危害及影响，进一步讲解吸

烟与咳嗽、痰量之间的关系 ，嘱咐患者及早戒烟，并

主动和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告诉患者家属戒烟的重要

性，要求家属加强对患者戒烟的监督力度。

2.2 术后

2.2.1 体位护理 患者全身麻醉尚未完全清醒

之前取平卧位，注意将患者头偏向一侧，以防舌根后

坠及分泌物堆积引起的气道阻塞。待全麻清醒且血

压稳定后，通常取半卧位，根据患者的舒适度适当抬

高床头30°以下，6 h后即可取45°或协助坐起咳嗽，也

可以左右半卧位与坐位交替，有利于呼吸，减轻胸部

切口疼痛，有利于胸腔闭式引流。注意不应长时间处

于健侧卧位，使胸腔引流管处于高位，不便于胸腔闭

式引流。

2.2.2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术后 48 h内常规采

用监护仪监测患者心率、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等变

化，并做好相应记录，血氧饱和度注意应维持在 95%

以上。对于老年患者和术前有心脏病史的患者，术后

应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及血氧饱和度变化，一旦发现

异常，及时报告主治医师并及时做出处理[7]。

2.2.3 胸腔闭式引流管护理 ①术后向患者家

属强调妥善固定放置引流管，避免引流管扭曲、受压、

打折、牵拉、滑脱，随时注意保持引流管通畅。病情平

稳或血压稳定后可取半卧位，目的是方便引流；②定

期挤压引流管(2 次/d)，以防血凝块或纤维素条索沉

淀阻塞管腔造成胸内积气或积液；③术后6~10 h是出

血的高峰期，对于高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应密

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及引流液的量和色泽，一

旦发现患者引流液每小时大于 200 ml 或连续 3 h 大

100 ml/h，则疑有活动性出血，立马报告主治医师采

取处理；④术后每天更换引流液，必要时随时更换，且

更换时必须严格无菌操作，以防发生感染；⑤在引流

管位置较高的地方进行阻断，以防止气胸的发生；

⑥术后复查胸部X线，若患者肺膨胀良好，胸腔内显

示无积气或积液，各项生命体征处于平稳状态，且每

日的引流量在 100 ml 以内，即可拔出胸腔闭式引流

管。拔出前耐心向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在患者深呼气

后屏住呼吸的同时拔出引流管，然后立即用油纱堵住

伤口，并用胶布固定。拔管后注意观察患者呼吸音的

变化和伤口敷料情况，以及是否出现紫绀、气促、胸

闷、皮下气肿等症状。

2.2.4 呼吸道护理 ①鼓励并协助患者咳嗽和

排痰，嘱患者做腹式呼吸，轻柔的为患者翻身、拍背，

促进痰液排出，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降低或血压术后

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咳嗽无力者指压胸骨切

迹上方气管来刺激咳嗽，以促进痰液排出。密切观察

患者的呼吸，如发现患者有呼吸衰竭先兆，尽早行切

管切开。②根据患者术后咳嗽排痰情况制定雾化吸

入计划，湿化气道，促进排痰，同时雾化中的微小颗

粒，可直接到达细支气管及肺泡中，有一定的消炎解

痛、稀释痰液的作用，促使深部痰液排出。③锻炼肺

功能 鼓励患者恢复期间，尽可能进行深吸气训练或

吹气球，从而进一步促使肺泡扩张，增加通气量[8]。

2.2.5 疼痛护理 术后的 1~2 d内，由于切口不

适及引流管刺激的原因可引起剧烈疼痛，而患者由于

疼痛剧烈而抵触术后咳嗽、咳痰及下地活动，从而增

加肺炎、肺不张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因此术后可适当

予以镇痛药进行镇痛。若疼痛剧烈，必要时可适当肌

肉注射杜冷丁或吗啡。均有不同程度上的疼痛，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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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物镇痛时需全面掌握好药物的适应证及禁忌证。

2.2.6 术后恢复训练 术后根据患者恢复情况

尽早开展早期锻炼。如鼓励患者每日做患侧肢体的

抬举运动，以防发生患侧胸腔肌肉黏连和肩部下垂、

强直和萎缩；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促进肠蠕动以

及呼吸功能的恢复，以防发生肺部并发症和下肢静脉

栓塞。

3 结 果

本组患者术后有 5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肺表

面或残端漏气，临床表现为胸腔闭式引流管内有气体

溢出，嘱患者避免剧烈咳嗽，协助患者咳嗽排痰的同

时行负压吸引，并密切观察患者肺部呼吸音的变化，

此 5例患者经相应处理后复查胸部X线结果显示肺

膨胀良好。本组 126例行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手术患

者均顺利出院，住院期间无任何护理并发症发生，患

者对护理人员满意度高达98.4%(124/126)，术后随访

切口愈合良好。

4 讨 论

胸腔镜手术是在电视胸腔镜下采用专用的器械

以微小切口完成胸腔内的操作的一种现代外科技术，

具有切口小、出血少、恢复快、安全可靠等一系列优

点，目前已逐渐被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但是由于患者

及家属对手术的认识和了解不够，加之手术是一项带

有创伤性的治疗手段，因此患者术前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焦虑、恐惧、低落等负面情绪，不仅影响了手术顺利

进行，更反射性地刺激胸腔迷走神经从而进一步加重

焦虑心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9]。术前的心理疏导提

高了患者及家属对手术的认知和针对性的解决了患

者的心理问题，促进了手术的顺利开展，更提高了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10]。术前呼吸道护理和健康教育

可明显预防和减少肺部感染和肺不张等肺部并发症

的发生，更能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力，提高了手术成

功率[11]。

术后护理是围手术期护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

正确有效的护理可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术后首先

必须做好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测，尤其是血压和血

样饱和度，保持胸腔闭式引流管的通畅，密切注意引

流量的变化，可防止病情恶化和预防并发症，提高手

术疗效。术后患者均存在一定的疼痛，镇痛处理可促

进有效呼吸和排痰。术后护理中最重要的护理问题

是排痰，如果没有及时有效排痰，分泌物阻塞支气管

从而引发肺不张、肺炎，极易导致呼吸衰竭从而危及

生命。因此术后鼓励和协助患者咳嗽和排痰及尽早

开展早期锻炼，可有效减少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等并发

症的发生，促进患者恢复[12]。

综上所述，在围术期对胸腔镜下行肺叶切除术的

患者开展正确、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可促进

手术的顺利开展，预防和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

进患者病情的快速恢复，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值得在

临床上广泛使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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