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物引起窒息。此早产儿体重 1 250 g，出生 1 min 时 Apgar 评

分为 3 分、5 min 时评分为 5 分，由于其病情复杂变化快，复苏

成功后随即放入恒温箱由儿科医生陪同转至新生儿监护室继

续治疗。

2． 2． 4 羊水收集 为了避免手术巾单被羊水、血液污染而潮

湿，防止剖腹探查术中使用单极电刀时异位电灼伤的发生和

巾单潮湿所加剧患者体温散失，羊水的收集至关重要。由于

术中胎膜刺破后会有部分羊水经阴道流出，所以移至手术台

前将一次性医用护理垫垫于患者臀下，能很好地吸收经阴道

流出的羊水和血液，保持床单的干燥。同时，一次性粘贴袋式

手术巾( 羊水收集袋) 在剖宫产术中的应用，解决了术中大量

羊水和血液外溢而造成的污染问题，保持巾单的干燥，保障患

者安全与舒适。

2． 3 无瘤技术应用

2． 3． 1 防止子宫内膜组织种植转移 子宫内膜异位症在病

理上呈良性形态学表现，但具有类似恶性肿瘤的种植、侵蚀及

远处转移能力［3］; 因此，剖宫产时防止子宫内膜沿血液、淋巴

道扩散和医源性种植即无瘤操作技术非常重要，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或防止子宫内膜的医源性播散。在子宫缝合后、盆

腹腔探查前，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减少子宫内膜组织的种植

转移，包括手术器械基础包和纱布、缝针的全部更换、手术野

巾单的整体加铺、手术台上所有参与人员手套的更换、缝合子

宫的缝线不用于缝合其他组织等。

2． 3． 2 防止肿瘤细胞种植播散 手术医生进行盆腔、腹腔探

查时发现胃窦部肿瘤已发生转移，器械护士及时提醒医生更

换接触过肿瘤的手套; 接触过瘤体、切取卵巢肿瘤及肠系膜结

节的器械也要放置在隔离区内，不再使用，防止更严重的种植

转移。巡回护士准备好大量 37 ℃生理盐水冲洗腹腔，以减少

脱落癌细胞的种植转移。

2． 3． 3 物品清点管理 由于本台手术时间长，无瘤技术要求

术中器械、纱布等物品需要更换，物品的清点成为重点和难

点。巡回护士与器械护士在手术开始前、缝合子宫前、缝合子

宫后清点剖宫产手术所使用的物品并记录于手术清点记录单

( 一) ，无误后更换器械台、丢弃所有纱布至垃圾袋后更换垃圾

袋，确保所用物品腹腔内、手术台上下均无残留。将更换下的

器械及垃圾袋密封后放置于室内指定地点，待手术结束后统

一处理。更换新的器械、纱布、缝针，重新清点后记录于清点

记录单( 二) ，然后开始剖腹探查术，术后再次清点无误后记录

并关腹。

3 讨论

本病例较为罕见，相关手术护理经验不足; 择期手术前，

护士访视评估患者病情后查阅了大量相关护理文献，并运用

护理专科小组组间讨论形式进行病例分析，运用头脑风暴，充

分讨论了护理重点问题，并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与措施。这种

护理专科小组讨论的形式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推广普及，推

进优质护理在手术室中的发展。我们通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工

作，积极主动、优质高效的术中护理，使得整个手术及抢救过

程井然有序，安全有效。术中探查发现患者胃肿瘤细胞已广

泛转移后，严格遵循无瘤技术的原则实施护理，防止更严重的

种植转移，尽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提高其生活质量。

最终手术顺利完成，新生儿入监护室进一步观察治疗，患者安

返病房，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虽然通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

力，手术安全顺利完成，但在护理过程中还是存在不足之处。

此患者消瘦且手术时间长，术前没有针对此患者进行压疮风

险因素评估，虽最终患者没有发生压疮，但通过此次护理经

验，已经将手术患者压疮风险评估作为术前访视的内容之一，

从而保障患者的安全与舒适，防止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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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脊柱侧凸是由异常椎体的形成而引起，椎体缺失，

半椎体或椎体间联合可以引起不对称生长，从而引起继发性

畸形，该畸形包括楔形椎体、半椎体椎体融合和椎体缺失以及

肋骨融合［1］。后路腰椎体后凸截骨矫形、钛网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是治疗先天性脊柱侧凸畸形常用手术方法之一。但并发

多器官功能障碍并不常见，至今尚无相关报道。多器官功能

障碍( MODS) 指机体遭受严重创伤、休克、感染、大手术等损害

24 h 之后，以连锁或累加形式出现 2 个或 2 个以上器官发生

续贯性、可逆性功能障碍，包括早期器官功能不全到多器官功

能衰竭的全过程［2］。MODS 的病死率很高，并随衰竭器官的

数目增加 而 增 高。研 究 显 示，2 个 器 官 功 能 衰 竭 病 死 率 达

17． 8%，3 个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达 47． 1%，4 个器官功能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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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病死率达 77． 0%［3］。2014 年 4 月，我科收治 1 例先天性脊

柱侧凸患者，于术后第 2 天出现 MODS，给予及时有效的床边

抢救及护理，患者顺利度过危险期并康复出院。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 男，34 岁，诊 断 为 先 天 性 脊 柱 侧 凸。因 反 复 腰 痛

3 年、双下肢疼痛 1 个月，跛行步态，腰椎后凸畸形，于 2014 年

4 月23 日入院。患者完善常规检查后，于 4 月 28 日在全麻下

行后路腰 2 椎体后凸截骨矫形、钛网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

后当天出现双侧腰部疼痛，尿液为暗红色血性液体，双下肢可遵

医嘱活动。术后第 2 天突发气促、呼吸困难、口唇发绀、腹胀、烦

躁。查体: 体温 37． 7 ℃，脉搏 142 次 /min，呼吸 30 次 /min，血压

184 /71 mm Hg ( 1 mm Hg = 0． 133 kPa ) ，血氧饱和度78% ～

80%，听诊双肺呼吸音低，可闻及散在痰鸣音，立即报病危。急查

血生化示: 胱抑素 － C 3． 45 mg/L，前 － 脑利尿肽 5 599 pg /ml，

肌酐470 μmol /L，尿 素 19． 9 mmol /L，血 浆 D － 二 聚 体 测 定

7． 67 mg /L。急查动脉血气示: pH 值 7． 366，PO2 67． 5 mm Hg，

PCO2 31． 3 mm Hg，SO2 91． 8%。经会诊和床边拍片后，考虑急

性肾功能障碍、肺水肿、左心功能障碍。立即对症处理，建立

静脉通路、吸氧、心电监护、抽血、血液透析治疗等，经积极抢

救患者病情逐渐稳定，5 月 1 日腹胀消失，5 月 6 日佩戴腰围下

床活动、切口口甲级愈合，5 月 12 日拔除右股静脉导管，5 月

13 日康复出院。

2 护理

2． 1 术后护理 ①生命体征监测: 术后遵医嘱予以心电监

护，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并进行实时记

录; 予吸氧 3 L /min，鼓励患者深呼吸及有效咳嗽、排痰，保持

呼吸道通畅; 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有无烦躁、面色苍白、皮肤

湿冷、呼吸急促、脉速等异常表现，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及时

处理。②体位护理: 全麻术后平卧 2 h，以压迫切口止血; 2 h

后取左右侧卧位，2 h 翻身 1 次，防止发生压疮; 变换体位时采

用轴线翻身的方法; 侧卧时在背部垫一软枕，以支撑背部达到

有效翻身。③引流管观察: 观察切口引流液的量、颜色及性

质，妥善固定引流管，保持引流通畅，防止扭曲、受压及脱出，

做好管道标识; 密切观察敷料有无渗血，切口局部有无肿胀，

警惕引流不畅等情况发生。④肢体感觉运动观察: 动态观察

患者双下肢的感觉、运动情况，与术前进行比较，及时发现感

觉或运动功能障碍及加重现象，及时报告医生，给予处理。⑤

输液管理: 术后常规留置套管针，检查套管针是否固定通畅，

记录留置时间，做好管道标识，做好留置套管针的知识宣教;

输液时观察输液部位及针口的情况，合理安排输液顺序，调整

滴数，向患者及家属宣教切勿自行调节滴数，有不适及时报告

护士。

2． 2 心功能障碍护理 患者术后第 2 天出现心率增快、血压

升高、呼吸困难、烦躁，血氧饱和度 67%。抽血化验示前 － 脑

利尿肽为 5 599 pg /mL，提示心功能障碍。立即给予循环支

持，持续监测心功能。取端坐卧位，以减少静脉回流。予高流

量鼻导管吸氧 5 L /min，改善通气。同时，使用氯化钠注射液

36 ml + 硝酸甘油 20 mg 持续泵入，以控制血压。为缓解患者

的烦躁情绪，予吗啡镇静，因吗啡有呼吸抑制的副作用，应随

时观察患者呼吸情况。合理限制液体入量，控制输入速度。

术后第 8 天复查前 － 脑利尿肽为 125． 4 pg /ml，患者无呼吸困

难，心率、血压正常，提示心功能障碍得到改善。

2． 3 肾功能障碍护理 该患者术后第 1 天出现双侧腰部疼

痛、尿液为暗红色血性液体，第 3 天出现少尿，24 h 尿量为

385 ml，血钾为 98． 3 mmol /L，血肌酐为 470 μmol /L，血尿素氮

为 19． 9 mmol /L。遵医嘱予呋塞米静注、5% 碳酸氢钠静滴，以

利尿和碱化尿液，保护肾功能。请肾内科会诊，在局麻下行右

股静脉置管术，在医生陪同下前往透析中心行血液透析治疗，

1 次 /d。术后第 13 天患者血钾下降至 4． 23 mmol /L、血肌酐下

降至 197 μmol /L，血尿素氮下降至 10． 32 mmol /L，每日尿量超

过 3 000 ml，即停止透析治疗，于 5 月 12 日拔除右股静脉导

管，准备出院。留置股静脉导管期间，患者减少右下肢活动，

避免弯曲右下肢导致导管堵塞，同时固定好导管，防止脱出。

观察置管处渗血情况。用药治疗期间，注意观察药物作用，避

免选择肾毒性大的药物，监测血电解质和肾功能指标的变化。

遵医嘱记录每小时尿量，观察尿液的颜色、性状和量。

2． 4 腹胀护理 患者术后第 1 天即出现腹胀，且程度越来越

重，出现腹部压痛。予留置胃管接负压引流瓶，持续胃肠减

压，禁食，以减轻腹胀。注意观察胃管的长度，引流液的颜色、

性状和量，防止管道的脱出、打折。嘱患者及家属顺时针方向

按摩腹部，促进肠蠕动。观察肠蠕动的恢复情况，提醒患者勿

用力排便，以免用力诱发心力衰竭甚至心搏骤停。该患者在

术后第 3 天腹胀消失，开始进流质饮食，逐渐过渡至普食。

2． 5 预防感染 MODS 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应加强基础护理，

预防感染。各项处置、操作要严格按照无菌技术操作规程，严

格遵守手卫生制度，避免医源性感染。①预防呼吸道感染: 尽

量保持 30° ～ 45°卧位，予口腔护理 2 次 /d; 鼓励患者正确咳

嗽，必要时予以吸痰。加强床上呼吸功能训练，增加肺活量，

防止肺部感染。②健康宣教: 向患者说明易致尿路感染的环

节，做好预防工作，防止尿路感染; 定时夹闭尿管，会阴擦洗

2 次 /d，擦洗完在尿道口、尿管与尿袋接口处喷洁悠神长效抗

菌材料，形成生物抗菌膜，降低感染风险; 督促患者多饮水，饮

水量 ＞ 2 500 ml /d，达到自然冲洗尿道的作用。③预防手术切

口感染: 定时更换敷料，保持干洁，如有渗血、污染则及时报告

医生给予换药，观察切口愈合情况。该患者切口甲级愈合。

2． 6 营养支持 术后肠蠕动恢复后即可进食，以清淡、易消

化、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等营养丰富的半流质饮食为宜，

避免喝牛奶、豆浆、甜食等易产气的食物，以免引起腹胀，可喝

酸奶、果汁、炖汤，炖汤时避免使用花旗参、当归等活血药材，

以免引起切口出血增加。指导患者进食时细嚼慢咽，少量多

餐，避免因进食过饱引起腹胀不适，饭后半小时顺时针方向按

摩腹部，促进肠蠕动。肠蠕动恢复正常或下床活动后，可恢复

正常饮食。该患者术后第 1 天诉腹胀，关闭镇痛泵、按摩腹

部，但症状持续加重，出现腹部压痛，报告医生，遵医嘱禁饮

食，告知患者及家属禁饮食的原因和重要性，取得其配合。同

时，MODS 患者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营养支持十分重要［4］。

应予以肠外营养支持，加强营养护理，增强抵抗力。患者病情

好转时应合理调配饮食，清淡而富有营养，由流质饮食逐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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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普食。由于患者心功能和肾功能都有损害，应注意予低

钠、低脂、低钾、低蛋白 ( 优质蛋白) 饮食，避免加重各脏器负

担，如鸡蛋、牛奶、鱼、番茄、瘦肉、青椒等，特别注意禁食杨桃，

因杨桃中的水杨酸会加重肾功能的损害。

2． 7 心理护理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耐心教育、关心鼓励

患者，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缓解紧张、烦躁、恐惧、担

心的情绪。为患者寻求社会支持，让患者感受到家庭和社会

的支持，共同帮助其渡过生理和心理的危机期。

2． 8 康复功能训练 遵循健康教育路径进行康复功能训练。

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行最大范围的活动，如上肢外展、扩胸运

动、屈膝屈髋、踝泵运动、直腿抬高、五点抬臀运动等，每个动

作 10 ～ 20 次为 1 个周期，每次做 2 ～ 3 个周期，交替训练。功

能训练要循序渐进，主动与被动结合，不可强行训练。同时嘱

患者经常行深呼吸、吹气球、咳嗽等训练，增强肺活量，促进肺

扩张。行血液透析治疗期间应避免置管侧肢体的屈膝屈髋运

动，防止管道脱出、折断或堵塞。下地行走时也应保持下肢伸

直位，缓慢活动，不可做下蹲等动作，待拔管后再恢复正常的

功能训练。

2． 9 出院指导 患者于 5 月 6 日佩戴腰围下床活动，5 月

13 日康复出院。嘱患者 1 个月内以休息为主，尽量卧床休息，

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活; 3 个月内佩戴腰围下床活动，

避免弯腰。同时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定期复查，如有不适

及时就诊。

3 讨论

由于 MODS 病死率很高，应严密观察病情，做到及时发

现、及时诊断、及时处理。应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采取有针对性的综合性措施。该患者术后合并 MODS，病情危

重，发展迅速。在多科室的通力合作下，多器官功能得到恢

复。护士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尽早、尽快发现异常是抢

救成功的关键，为抢救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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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行颈廓清术后并发胸腔积液 1 例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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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廓清扫术是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必要手段，胸腔积

液是极少见的、潜在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之一，可导致气体交换

受损、营养丢失、代谢紊乱、切口愈合延迟、血胸等继发性症

状，严重者甚至死亡［1］。2015 年 11 月，我们收治 1 例甲状腺

癌行颈廓清术后并发胸腔积液患者，经精心治疗和护理后，患

者恢复良好。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53 岁，因发现颈部包块 3 月余，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入我院就诊。查体: 颈软，左侧甲状腺上级可扪及一大小

约 3 cm × 1． 5 cm 包块，质硬，边界欠清，随吞咽上下活动，左侧

3 区可扪及一 2 cm × 1 cm 肿大淋巴结。左侧 4 区可扪及 5 cm

× 4 cm 肿大淋巴结。超声示: 甲状腺左侧低回声包块，不排除

癌，颈部淋巴结考虑转移，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全麻下行左

甲状腺切除术改双侧甲状腺全切 + 左侧 2、3、4、5、6 区淋巴结

清扫 + 右侧 6 区淋巴结清扫术 + 上纵隔淋巴结清扫术 + 左侧

颈内静脉切除术 + 双侧喉返神经探查 + 右下甲状旁腺右三角

肌移植术，术后第 3 天，患者主诉夜间时有胸闷，不能平卧。

行胸部 CT 示:①右侧液气胸，左侧胸腔积液，双肺部肺不张;

②所及颈部及上隔间隔水肿，积液。患者于当日置双侧胸腔

闭式引流管。遵医嘱禁饮禁食、补充白蛋白、给予抗感染、TPN

支持、生长抑制等治疗。2015 年 11 月 22 日拔除双侧胸腔闭

式引流管，2015 年 11 月 24 日颈部切口引流管，2015 年 11 月

25 日康复出院。

2 护理

2． 1 颈部引流管观察与护理 密切观察切口敷料的渗出情

况、引流液的量、性质及颜色，持续中心负压吸引 ( 吸引负压

－ 2． 2 ～ － 6． 8 kPa，移 动 时 保 持 皮 瓣 下 严 密 且 无 漏 气 发

生［2］) ，保持负压在 200 ～ 300 mm Hg( 1 mm Hg = 0． 133 kPa) 。

每日更换负压引流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保持引流通畅，避

免引流管脱落、打折，观察颈部有无肿胀现象，呼吸状况，术后

当日引流液不应超过 100 ml，掌握拔管指征，低于 10 ml 即可

拔管。

2． 2 胸腔闭式引流管观察与护理 在护理过程中，严格执行

无菌操作，首次放量应不超过800 ml，速度不宜过快，不超过

50 ml /min，防止由于放液过快引发的胸腔内压力骤降，进而导

致循环衰竭，休克或压缩的肺复张后肺水肿。放液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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