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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术前应用呼吸训练器对风心瓣膜置换术后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的影响% 方法!

选择该院 "#$%-#$ 7"#$8-#( 拟行开胸瓣膜置换术的 &#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采

用腹式呼吸锻炼和有效咳嗽训练$观察组采用呼吸训练器训炼% 比较两组训练后$周&术后第"天&术后第%天肺

功能指标情况&气管拔管时间&监护时间&住院天数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在应用呼吸器训练 $ 周&

术后第 " 天以及术后第 % 天的肺功能指标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观察组的气管拔

管时间&监护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9#:#(#% 结

论!术前应用呼吸训练器能够有效改善风心瓣膜置换术后患者的肺功能和血气指标$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率$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呼吸训练器'!风心瓣膜置换术'!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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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护理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

% 目前$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临床需求$提高护理质量$各种护理创新方法不断涌

现% 目前$呼吸训练器已被广泛应用于患者的肺功

能恢复护理(")

$为了明确术前应用呼吸训练器对风

心瓣膜置换术后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的影响$我

科选取 &# 例拟行开胸瓣膜置换术的风心病患者进

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 7"#$8-#( 拟行

开胸瓣膜置换术的 &#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 观察组中男 $8 例$女

$" 例$年龄 )( 7&("'(:)* B$#:"$#岁%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7&)"'%:"8 B$#:'&#岁% 纳

入标准!患者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开胸瓣膜置换

术患者% 排除标准!患有其他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严重血液病患者()$')

% 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具有可比性%

!#$"方法

$:":$!对照组!应用腹式呼吸和有效咳嗽训练%

首先$指导患者采取正确的体位% 护理人员指导患

者采取仰卧位$将双手放于胸前和腹部$保证胸廓不

动$稍微加压腹部$使腹部在吸气时鼓起% 其次$指

导患者屏气至少 " @$用鼻腔进行深呼吸$呼气时腹

部尽量回缩$缓慢地吹气$吹气时间为 ( @左右% 再

次$指导患者正确咳嗽% 在咳痰训练过程中$护理人

员要叮嘱患者正常吸气$腹肌肋间肌用力收缩$屏息时

间至少 " @$然后将声门打开$反复咳嗽$直至患者完全

掌握咳嗽技巧$并能够每天坚持练习 ) 次$$# .0A>次$

需练习 $ 周以上%

$:":"!观察组!应用呼吸训练器进行呼吸功能锻

炼% 护理人员以一对一的护理方式$对患者实施术

前呼吸训练器训练% 首先$以呼吸训练器指导护理%

护理人员根据自身对呼吸训练器的掌握情况$对患

者展开规范性的教育指导% 向患者展示如何正确运

用呼吸训练器$包括正确的使用方式&使用流程等$

使患者对呼吸训练器有基本的认识$能够独立正确

使用仪器% 其次$护理人员详细讲解呼吸训练器的规

范使用方法% 向患者讲述在训练时最初的训练量和训

练次数$通常情况下为训练 $# .0A>次$至少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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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定期巡视病房$观察训练效果$询问患者自

主使用呼吸训练器时存在的问题$积极耐心地回答

患者提出的问题% 同时$叮嘱患者在正确使用呼吸训

练器的基础上$坚持练习 $周以上$)次>=$$# .0A>次%

护理人员记录患者呼吸训练后的肺功能&血气指标

等$并保存%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经过不同的呼吸训练方

法后 $ 周&术后第 " 天&术后第 % 天肺功能(包括快

速肺活量"QPD#&$秒之内的呼气量"Q,P$#)及血气

指标(包括氧分压"R/S

"

#&二氧化碳分压"R/DS

"

#)%

同时$比较两组经过训练后$气管拔管时间&监护时

间&住院天数等指标% 比较两组并发症的发生率$并

发症包括瓣周漏&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

!#&"统计学方法"应用 TRTT$*:#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B标准差"

!

"B##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干预后肺功能指标及血气指标改善情况

比较"观察组在应用呼吸训练 $周&术后第 " 天以及

术后第 %天的肺功能指标及血气指标改善情况明显

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后肺功能指标及血气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

"B#"

组!别 例数
QPD"U# Q,P$"U#

应用 $ 周 术后 " = 术后 % = 应用 $ 周 术后 " = 术后 % =

观察组 )# ):#% B#:'8 ":8" B#:'$ ):## B#:'% ":)" B#:$% $:8% B#:$) ":#8 B#:"$

对照组 )# ":8$ B#:(# ":(" B#:'& ":%' B#:(# ":$) B#:$) $:&8 B#:$) $:%) B#:$8

$ + ":#"% ":%)# ":#8) ':8($ (:(8* %:#$(

! + #:#'% #:##8 #:#'" #:### #:### #:###

组!别 例数
R/S

"

"..VW# R/DS

"

"..VW#

应用 $ 周 术后 " = 术后 % = 应用 $ 周 术后 " = 术后 % =

观察组 )# 8&:(% B(:*8 %8:)) B%:)& 8):(% B&:#% )":)# B):8' )8:') B":*% )(:)% B):"&

对照组 )# 8":%) B(:8$ %':## B&:'$ %8:)) B(:&( )':() B':)" '$:() B":*" )%:)) B):&$

$ + ":($* ":')' ):'(% ":$$( ):('* ":"$"

! + #:#$( #:#$8 #:##$ #:#)* #:##$ #:#)$

$#$"两组干预后气管拔管时间&监护时间及住院天

数比较!观察组应用呼吸训练后的气管拔管时间&

监护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9#:#(#% 见表 "%

表"!两组干预后气管拔管时间#监护时间及住院天数比较!

!

"B#"

组!别 例数 气管拔管时间"E# 监护时间"=# 住院天数"=#

观察组 )# $%:8% B':)8 ":## B#:8% "):8% B%:$&

对照组 )# "':## B&:"& ":8# B$:$# "8:'% B8:'&

$ + ':)*' ):$)$ ":"%"

! + #:### #:##) #:#"%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的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见表 )%

表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X"%

组!别 例数 瓣周漏
感染性
心内膜炎

急性呼吸
衰竭

并发症
发生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8""&:&%# $""'#:###

!

"

+ #:### #:($% ':%#& *:)$%

! + $:### #:#'" #:#)# #:##"

%"讨论

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基础上$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大(($&)

% 与此同时$心脏病的发病率

显著上升% 老年人因年龄和身体机能的影响$血液

循环缓慢$这是诱发心脏病的重要原因% 风心瓣膜

置换术是常见的心脏手术之一$但受诸多因素的影

响$该手术在术后容易引发患者的肺功能下降% 为

此$不少医疗机构加强对风心瓣膜置换术护理方法

的研究% 目前$腹式呼吸锻炼和有效咳嗽训练应用

较为普遍$该训练能够改善患者术后的肺功能和血气

指标情况$但效果不是十分显著% 多项临床研究(% 7*)

指出$采用呼吸训练器对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可

以在改善患者肺功能的前提下$降低其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 本文应用两种干预方法分别对两组患者

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肺功能改善效果较对照

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气管拔管

时间&监护时间及住院天数也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采

用呼吸训练器$主要是利用呼吸训练仪器实现对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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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呼吸的改善% 护理人员通过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呼

吸训练仪器$能够使患者独立完成呼吸训练相关内

容% 对照组采用腹式呼吸锻炼和有效咳嗽训练$具

有普遍性$是医院调整患者呼吸的常规方法$其训练

内容相对单一% 观察组采用的呼吸训练器$是在医

学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方法% 与常规训练方法相

比$其借助仪器的使用$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

此$观察组的肺功能和血气指标改善效果更好%

总之$术前应用呼吸训练器对有效改善风心瓣

膜置换术患者术后的肺功能和血气指标$降低术后

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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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肝硬化门脉高压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

"YI/A@?HWH1/I0AYI/EFZ/Y05Z6IY6@[@YF.05@EHAY$\]RT#治疗的术中针对性护理方法% 方法!选择在 "#$&-#$ 7

"#$%-$# 行\]RT术的 8'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 对照组实施\]RT术常规护

理$观察组实施心理&体位&症状等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介入手术

操作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结论!在\]RT介入手术治疗

中实施针对性护理$利于医生进行手术操作$可提高护理满意度和患者舒适度$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和术后住院

时间%

!!!关键词"!门脉高压'!门体静脉分流术'!术中针对性护理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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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易引起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破例大出血$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常见急危重症之一$

病死率在急性出血时高达 '#X 7(#X

($)

% 经颈静脉

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YI/A@?HWH1/I0AYI/EFZ/Y05Z6IY6-

@[@YF.05@EHAY$\]RT#可使部分血直接进入体循环$

从而降低门脉压力$达到治疗因门静脉高压引起的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导致的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的目

的(")

% \]RT的技术优点有微创性&成功率高&并发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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