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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进展期肿瘤，在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原有的生

理健康、胃肠道生理功能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和威胁，因此

术后早期开展护理，促进健康情况的恢复是十分关键的 ���。

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围手术期护理需要积极采取有效的方法

促进患者全身功能、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尤其通过早期肠内

营养之后，能够较好的改善一系列营养、健康和免疫方面的

问题。使用早期加强肠内营养的方法，可以促进患者胃肠道

功能的恢复，改善营养、免疫以及预后恢复情况，促进患者

疾病的转归 ���。基于此，本次研究对相关干预方法的临床应

用效果进行对比对照，评价护理应用的优势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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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临床胃肠道恶性肿瘤处于进展期患者在围手术期进护理干预时，评价临床干预应用的效果和价值。方法：收集患者
��例，将所有研究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围手术期内加强肠内营养支持赫尔加速康复护理，
对两组患者分别开展护理干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分别开展干预之后发现，观察组在各方面的表现要明显更高（�＜����）。
结论：对于进展期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使用肠内营养支持配合加速康复护理之后，可以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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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例围手术期胃肠道进展期恶性肿瘤患者都是本院所收

治相关群体中选取，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 ��）。

患者 ��a��岁，平均（����±���）岁，疾病方面包括了胃癌、

结直肠癌等，满足有关诊断标准要求，有超声学、影像学、

病理细胞学检查等方面的支持，明确诊断处于进展期，适合

进行手术治疗。既往健康状况良好，对于相关手术、护理能

够耐受，也同时能够配合相关护理，无精神障碍不能理解合

作的问题，彼此之间高度接近（�＞ ����），满足对照试验

的原则标准要求。

2.2�方法

对照组常规开展临床护理，根据患者现有的疾病情况，

按照术前、术中和术后三个阶段不同，合适的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护理方案。患者手术治疗开始前 �G就采取流质饮食，并

口服诺氟沙星，术前 �K常规禁食禁饮，然后进行灌肠。手术

治疗结束之后采取胃肠减压，当肛门排气恢复之后采取流质

饮食，逐渐过渡到半流质饮食和普食。观察组采取加速康复

护理和场内营养支持，首先在术前阶段进行常规的访视、评

估和健康教育，树立治疗康复的信心，简单进行手术治疗方

法的讲解，明确良好的心态对于疾病恢复、后续治疗所带来

的积极影响。同时，术前常规禁止饮食，但不禁止饮水，可

以选择服用人参皂苷。其次在手术治疗的过程中，通过鼻腔

放入空肠管，术后首日进行营养支持，选择 ��葡萄糖溶液

配合其他膳食营养液，早期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滴速控制在

��P/�K，促进肠蠕动的早期恢复 ���。在肠蠕动恢复之后，尽

早进行经口进食，经开口进食以流质饮食为主，然后逐渐过

过渡到半流质饮食，逐步恢复正常饮食。空肠管可以在患者

逐步恢复饮食、经口进食无呛咳、误吸等相关问题的情况下，

择期的加以拔出、一般原则上及早经口进食拔除空肠管，以

免长期留置空肠管对患者现有的胃肠道功能恢复带来较大不

利影响，促使其现有健康情况的优化与提高。最后在其他管

路以及护理方面，尿管在手术治疗结束之后 ��K内拔除，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留置，不能超过 �G。患者清醒之后早期下床

活动，预防深静脉血栓同时也促进肠蠕动，促进静脉回流。

密切观察患者现有的引流液情况，在术后恢复早期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能够经口进食、无渗血或引流液异常，早期拔出

管道，避免管道的长期留置。在留置管道期间，密切进行观察，

避免管道受压，定期更换敷料，避免留置管道位置皮肤长期

受压。

2.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分别经过护理干预之后的肠鸣音恢复时间、

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血红蛋白、清蛋白、体质量减少、

自然杀伤细胞（1.&）活性及淋巴细胞绝对值情况进行对比，

评价患者术后恢复、疾病治疗的效果等方面综合情况。

2.4�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利用 6366�����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V±� ）进行表示，采用 W检验，

当 �＜ ����时，表示差异较为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

3�结果

分别开展护理干预之后的结果对比对照发现，观察组患

者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更短（�＜ ����），

血红蛋白、清蛋白更高且与手术前相比体质量减少更少�

（�＜ ����）。免疫方面，自然杀伤细胞（1.&）活性及淋

巴细胞绝对值要更高（�＜ ����），取得了更加满意的护理

干预效果。两组分别开展护理之后的术后恢复、营养与免疫

情况对比详见表 �。

4�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配合加速康复护理理念，对于进行胃肠道

表1�两组分别开展护理之后的术后恢复、营养与免疫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肠鸣音恢复

时间（K）

肛门排气时

间（K）

住院时间�

（G）

血红蛋白�

（J�/）

清蛋白�

（J�/）

体质量减少

（NJ）

1.&

活性（�）

淋巴细

胞绝对值�

（�����/）

观察组 ��例 �����±����� �����±����� ����±���� ������±����� �����±���� ����±���� �����±���� ����±����

对照组 ��例 �����±����� �����±����� �����±���� ������±����� �����±���� ����±���� �����±���� ����±����

W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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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手术治疗的患者来说影响较为积极，有助于促进早

期的疾病方面改善，补充营养预防术后并发症 ���。加速康复

护理是基于循证医学进一步发展出的符合患者实际临床情况

的一种护理模式，其本质意义上，时效性相对较强，能够贴

近患者自身的疾病特征，采取合适的干预方法，促进患者术

后的早期康复。通过加强营养方面的支持，早期进行肠内营

养，有助于患者现有胃肠功能情况的改善，早期恢复患者的

肠胃功能，从而改善营养与免疫方面因手术治疗受到的损害。

相比之下，通过相关方法和措施的临床应用之后，患者现有

的免疫功能方面更加满意，免疫功能的恢复更加明显，与患

者早期进行肠内营养阻滞了各类炎性因子的吸收呈现高度关

联性，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情况。

5�结语

如上所述，在临床胃肠道进展期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手术

治疗过程中，为手术期开展护理时，采取加速康复护理，配

合早期肠内营养干预之后，患者的现有健康情况得到了优化，

疾病问题早期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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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如实验室配备更健全的洗手设施，如非手触式洗手池，

高效且护手的快速消毒剂等，并在相关课程中强调手卫生

的重要性，加强学生手卫生的实践操作，也可以通过学校

的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提高其主

观能动性。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首次调查并比较了医学生和医

务工作者的手卫生依从性和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宣传

教育建议和系统性研究提供依据。在医务人员队伍的漫长

培养期中，医学生角色存在着多次转变。我们的研究为医

学生的培养补充了新思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提高，

做到知行合一。要在生涯早期构建前瞻性的干预，使医学

生熟练掌握方面的职业操作技能，为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牢

固的基础。反之，医学生作为未来一代的医务工作者，他

们的情况也可以对医院提供一定的指导，做到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中国医疗系统的发

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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