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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肝硬化患者最严重的并发

症之一#目前药物治疗效果欠佳#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

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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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H

$对

该疾病具有较好的疗效#呈现逐渐取代外科手术的趋势%

!

&

!然

而
SANH

具有技术难度大*手术风险高*术中及术后并发症较

多等特点#因此对护理的要求也较高%

/>-

&

!本研究在
SANH

全

程采用心理护理#具有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院行

SANH

治疗的患者
!/1

例#根据入院先后顺序编号#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

例!观察组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0

$岁)治疗前肝功能

J#2:;>N5

&

#

评分
(

!

0

分#平均"

+)!"/)-

$分)择期治疗
..

例#

急诊治疗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0)!

$岁)治疗前肝功能
J#2:;>N5

&

#

评分
.

!

0

分#平

均"

+)-"/).

$分)择期治疗
.!

例#急诊治疗
!0

例!两组在性

别*年龄*治疗前肝功能
J#2:;>N5

&

#

评分及手术时机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1(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心理护理!心理护理方法(术前护理人员应

积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了解其家庭经济情况*文化背景*

既往病史等#以充分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向

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手术适应证*术前准备*术前相关检查*手

术过程*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应对措施*饮食指导等!此外#可

以通过病例实例向患者讲解和传授经验!术中医护人员应主

动与患者交谈#转移患者注意力#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随时

观察患者的一举一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生#并配合医生及

早处理!术后多接触患者#充分体谅患者的各种不适#耐心讲

解以消除患者不必要的顾虑和担心)及时发现患者的不良症状

和体征#及早处理)术后进行康复指导#包括下床活动时间*饮

食指导等!

!)")"

!

评价方法
!

严密观察并记录患者常见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在患者出院前进行护理

效果调查#包括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及不满意#满意度
O

非常满

意例数
K

基本满意例数'患者总例数
h!11$

#比较两组患者的

满意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NHH!*)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

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均取双侧检

验#以
%

"

1)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常见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两组术后肝性脑病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1(

$)观察组术中和术后腹

腔内出血*术后发热*手术穿刺部位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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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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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常见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O*1

"

#

!

$

#'

组别
术中和术后

腹腔内出血
术后发热

术后肝性

脑病

手术穿刺

部位并发症

观察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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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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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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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

出院前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进行调查#对照组非常满意
!*

例*基本满意
/+

例*不满意
!+

例#满意率为
+!)*+$

"

.-

'

*1

$)观察组非常满意
/-

例*基本满

意
--

例*不满意
.

例#满意率为
0-)--$

"

(*

'

*1

$)两组患者的

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1(

$!

#

!

讨
!!

论

!!

SANH

通过穿刺针*球囊导管和金属内支架等器械在肝静

脉和门静脉之间建立分流通道以降低门静脉压力#进而有效治

疗门静脉高压症候群#是目前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的主要

手段!但相关研究发现#临床上采用
SANH

治疗肝硬化门静脉

高压症时急性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难治性腹水*心包填塞*腹腔

出血*肝性脑病和肝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

.>*

&

!而

这些并发症发生的严重影响了
SANH

的临床效果#甚至危及患

者生命!如何降低
SANH

的并发症发生率一直是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问题!除患者因素*病变因素*医师技术等因素外#围术

期护理亦是影响手术成功的重要环节!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

式是
/1

世纪
+1

年代以来医学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

该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认识人类疾病和健康的

关系#体现了整体的科学意识!其中#心理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随着护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护理越来越普及#在临床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的科学性%

+>,

&

!

缪颂华%

0

&研究发现#对行
SANH

的患者实施围术期并发症

的护理#可有效地提高手术成功率#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

较好的护理效果!杨梅%

!1

&研究发现#做好术后并发症的病情

观察和护理是
ASNH

术治疗肝硬化失代偿期成功的关键#对疾

病的预后和康复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可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患

者满意度!但是#影响
SANH

并发症发生率的因素很多#"

!

$患

者病变情况(肝硬化程度*肝功能状况*凝血功能*腹水*血管解

剖"包括门静脉*肝静脉$*门静脉有无海绵状"下转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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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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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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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系列复杂的继发反应#高灌注流量"

#

/)('

'

%

/

$和高灌注压

"

BbN

#

+1%% R

&

$被视为能改善胎盘灌注的重要因素%

+

&

!

灌注流量和产妇
BEN

被认为是判断胎盘灌注的重要因素!

同时#胎儿心率过缓也能在胎盘低灌注中出现#而通过加大灌

注流量可以改善心率过缓!本例灌注过程中#灌注流量
/)+

!

/)0'

'

%

/

#

BEN.1

!

*!%%R

&

#胎儿最慢心率
!11

次'分钟!

除此之外#缩短体外循环时间#采用搏动性灌注#吸除高钾心脏

停搏液及维持孕妇红细胞压积"

R67

$

#

/,$

等#亦被认为是影

响胎儿预后的重要因素%

,

&

!

综上所述#体外循环并非妊娠的绝对禁忌证%

0>!1

&

#通过各

临床科室更加紧密的配合#以及体外循环对胎盘影响的进一步

深入研究#体外循环技术会更好地服务于妊娠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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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IHE

$设备的先进程度)"

-

$手术物

品消毒状况等)"

.

$手术医生的技术水平及临床经验)"

(

$心理

护理!本研究两组患者的病变情况*

IHE

设备*手术物品消毒

状况等均类似#且均为同一组手术医生#其手术技术和临床经

验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组术中和术后腹腔内出血*术后发热*手术穿刺部位并发症发

生率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1(

$)同时#护理满意

度较对照组有明显提升!充分科学的术前心理护理可以让患

者很好地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诊疗方案#有利于医患之间

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消除患者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

使得患者更好地配合手术*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成功率!

此外#术后科学有效的心理护理至关重要!医护人员应对患者

进行宣教#并指导患者术后康复#避免患者因较早下床活动及

进食而导致出血及肝性脑病等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
SANH

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取得了一定

的临床效果#得到了患者的配合与信任#有利于手术的顺利实

施!在
SANH

术中应用心理护理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同

时可提升护理质量!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少#还有待加

大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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