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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是将一个个体的组织、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体身

上，若是患者存在器官功能衰竭情况，且有匹配的器官，就可

以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器官匹配并不代表手术绝对可以成

功，另一个体的器官、组织毕竟不属于自身，人体会对外来物

产生明显的抗拒，因此会出现排斥反应，部分患者可能在 24
小时内就出现排斥反应。重大器官移植手术主要是心脏、肾

脏、肺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与细胞移植、组织移植相比，

重大器官移植发生排斥反应的可能性更高，若是出现异常事

件，风险性也更高。因此在重大器官移植手术后，必须重视护

理工作的开展，针对术后恢复要求开展护理工作。

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术后排斥反应的护理，多数重大器

官移植手术失败，就是由于排斥反应的影响。排斥反应主要

有四种类型，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

应、慢性排斥反应，各种排斥反应都可能致命。其中以超急性

排斥反应最为危险，一般是在肾移植术后 1天之内发生，而且

现阶段并没有稳妥的措施进行控制，一旦确认为超急性排斥

反应，需要立刻切除移植肾。加速性排斥反应在术后 3-5天
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在术后 1周到半年内发生，慢性排斥反应

则在术后半年以后发生，因此需要长时间关注。对于非超急

性排斥反应患者，可以使用免疫抑制药物进行干预，加速性排

斥反应常用甲基强的松龙，效果不甚理想，急慢性排斥反应则

可以使用普乐可复进行控制。对于排斥反应，护理人员需要

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加强关注，定时检查患者情况、生命体征变

化等，术后当天需要半小时检查一次，一日后可以改为每小时

检查一次，两日后则隔日检查一次。

其次是要加强心理护理，对于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患者而

言，器官功能衰竭过程中就已经承受了较大的痛苦，手术治疗

又造成了明显的损伤，其心理状态必然大幅度下滑。同时，器

官植入术后会有一定不适感，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患

者都会感到不适应，常会表现为沮丧、紧张等负面情绪，还会

降低睡眠质量，这些情况均不利于术后恢复。因此，护理人员

要积极地进行心理调节。护理人员需向患者说明负面情绪不

利于术后恢复，随后加强与患者的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明

确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若是因手术产生的负面情绪，需介

绍手术效果，说明术后出现一定异常反应属于正常现象，尽可

能减少患者的压力。若是因自身情况引起的负面情绪，护理

人员需针对患者特点进行疏导，可以采取播放音乐、看电视、

交流患者喜好等方式。

再者，是预防并发症，除了排斥反应外，需要重点关注感

染、出血等情况。对于感染，必须重点预防，为了降低排斥反

应的发生率，会使用免疫抑制药物进行干预，这会降低患者抵

抗力，提高感染的发生率。在护理期间，需安排患者入住隔离

单间，严格控制病房环境，室内需定时清洁，熏蒸消毒，并保持

良好的通风。患者衣物、床上用品需高压灭菌，医务人员检查

时需更换经严格灭菌的衣物，同时限制病房人员流动，除相关

医务人员和直系亲属外，尽量避免其他人员进出。对于出血

情况，可见胃肠道出血、咯血、伤口渗血等，护理人员需定时检

查患者血液指标，观察伤口引流液情况，如有异常波动，需及

时反馈。可适当使用止血药物进行控制，但是需考虑药物是

否会对移植器官造成影响，对于出血较为严重者，需尽快补

液、输血。

最后，是制定合理的恢复方案，从营养、运动等方面加以

干预。营养方面主要是明确宜忌，饮食方面的主要原则是增

加维生素、蛋白质的摄入，减少脂类、钠盐、豆制品的摄入。维

生素方面主要依靠粗粮、蔬菜进行补充，不建议大量进食水

果，可以适当进食升糖较少水果，如苹果、梨子等。补充蛋白

质则是考虑免疫抑制药物会大量消耗蛋白质，可以补充鱼肉、

牛羊肉、蛋类等，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钙元素的摄入。限制钠

盐、脂类、高糖水果、豆制品主要为减轻人体负担，钠盐可影响

血压指标，脂类会导致高血脂，高糖水果可引起高血糖，豆制

品则主要经过肾脏代谢，均有可能增加风险，因此需要严格限

制。运动方面，早期需尽量限制活动，避免活动性出血，护理

人员可以适当为患者按摩，等到伤口基本无异常后，需鼓励患

者尽早活动，根据患者情况制定护理方案。

在重大器官移植术后，护理应以预防并发症，促进稳定恢

复为原则，同时应该加强健康教育，降低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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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支持性干预、认知行为疗法、家庭心理干预等多种护理

措施的开展，可有效帮助患者正确认知该疾病和自身病情，使

患者正确对待疾病和治疗，同时还可以消除患者对疾病和治

疗的担忧，缓解其抑郁等多种负性情绪，进而可有效改善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不良心理，并提升其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提升人们的

生活质量，必须要加强医院的高素质的护理人员的培养，优化

患者的住宿条件，减少由于部分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医患矛

盾加剧，增强实际的管理效率，为后续的护理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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