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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就医过

程中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大背景

下，改变护理理念，优化护理措施，提高护理质量已经成为临床

护理工作的重点。外科患者数量较多，疾病类型多样，护理人

员工作量较大，因此在普外科护理中存在较多的危险因素，如

果不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容易导致患者发生摔倒、坠床、伤口

感染、导管堵塞等多种不良事件，一方面给患者的治疗增加了

额外的风险，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医护患纠纷，影响医院的声誉

和形象。因此如何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有效避免不良事件的

发生，是值得每一个普外科护理人员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2019年1月～2019年12月随机选取入院治疗外科疾病

患者开展分组研究组。研究时段内入选90例患者。分组方式

采用随机数表法。分组结果为：①实验组。例数45例，男性患

者 28例，年龄中位数 58.54岁，骨科手术 18例、普外科手术 13
例、五官手术14例；②常规组例数45例，男性患者29例，年龄中

位数 58.66岁，骨科手术 16例、普外科手术 16例、五官手术 11
例。基础资料无对比，P＞0.05。

1.2方法

1.2.1术前舒适护理：热情接待新入院患者，带其熟悉病区

环境，并向其介绍参与此次手术的医护人员，以消除新环境及

新面孔给其带来的恐惧感；注重为患者创设舒适的住院环境，

将病房内温湿度调至适宜范围，勤开窗通风换气，且保持地面

清洁；了解患者病情、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疾病及手术知识

认知情况等，并基于此制定相应的宣教方案，宣教方式包括面

对面谈话、利用多媒体课件讲解等。教育内容有疾病基础知

识、手术具体方法、注意要点及其所能达到的效果等。

1.2.2术中舒适护理：当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为患者播放轻

柔的音乐，并向其介绍手术室基本环境，以消除患者紧张、恐惧

情绪；根据手术需要协助患者摆好正确体位，在麻醉时可通过

轻握患者双手来进行安抚；开展手术操作时动作应尽量轻柔，

避免发出较大声响而给患者心理带来不适；可通过放置棉垫来

提高患者舒适度，此外术中还要注意遮盖患者非术野部位。

1.2.3术后舒适护理：术后将患者安全送回病房，并协助家

属为其摆好舒适体位；患者术后会出现疼痛感，护理人员应根

据患者疼痛度及性质为患者实施个体化的镇痛护理，中度疼痛

者可服用去痛片或肌注强痛定，重度疼痛者可肌注盐酸哌替

啶，还可鼓励患者通过分散注意力、腹式呼吸等非药物方法缓

解疼痛；结合患者身体恢复情况指导患者合理开展饮食，早期

以高蛋白、低脂的流食为主，待患者胃肠道恢复后逐渐过渡

至半流食、普食；出院前，为患者制定科学的康复锻炼计划并

指导其开展。定期回访，了解患者近期恢复情况，并做针对性

的健康指导。

2结果

（1）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实验组例便秘、1例泌尿感染，发生

率4.44%；参照组2例伤口感染、3例便秘、2例失用性肌萎缩、1
例泌尿感染，发生率 22.22%。干预期间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率更低，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显著，P＜0.05。
（2）VAS评估值、SAS评估值对比实验组VAS评分（1.0±

0.3）分、SAS评分（38.9±3.7）分；参照组VAS评分（1.9±0.5）分、

SAS评分（48.6±4.9）分。干预之后实验组患者的疼痛与情绪指

标评价结果均好于常规组，两组的数据统计结果对比有意义，P
＜0.05。

3讨论

外科患者疾病类型众多，病情复杂，有许多患者来自急诊

科，需要得到有效治疗和护理，以减轻身心痛苦。所以外科临

床护理的特点为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护理人员需要在最短时

间内了解患者个人信息和病情、症状，并迅速、准确执行医嘱，

为患者提供恰当的护理服务，在此情况下，任何微小失误或错

误均可能造成护理纠纷。舒适护理模式在外科临床护理工作

中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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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文章主要针对外科护理服务中舒适护理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在2019年1月～2019年12月随机选取入院治疗

外科疾病患者开展分组研究组。研究时段内入选90例患者。分组方式采用随机数表法。常规组采取医嘱执行等护理措施。实验组采取舒适

护理。统计并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指标以及身心康复指标。结果：干预期间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组间对比数据差异显著，P＜

0.05；干预之后实验组患者的疼痛与情绪指标评价结果均好于常规组，两组的数据统计结果对比有意义，P＜0.05。结论：舒适性护理对于外科

疾病患者的影响明显，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预后康复效果，提高生活质量与舒适性，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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