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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阑尾炎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急性疾病，可在任何年龄段

的患者中发病，主要以青壮年患者为主，临床的主要症状为

腹痛和胃肠道反应等[1]。因为该疾病多为短期急性发作，如果

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易出现阑尾穿孔、以及糜烂

的情况[2]。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手术治疗的方法，在手术后如

何提高患者的预后恢复效果，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为临

床上关注的重点。以往的常规护理，虽然可以有效地减轻患

者手术的创伤，但是不能避免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应激反应 [3]。

基于此，本文对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阑尾炎术后患者康复中的

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现将具体的内容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河池市人民医

院 82 例阑尾炎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淤均为接受

阑尾炎手术的患者；于自愿参加此研究的患者。抽签法分组：

对照组（41 例）男 29 例，女 12 例；年龄 24~48 岁，平均（35.9依
4.0）岁。研究组（41 例）男 30 例，女 11 例；年龄 25~49 岁，平

均（36.2依3.9）岁。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保持同质性（P>0.05）。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在患者手术后对患者的

血压和呼吸等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的监测，如果发现异常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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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给主治医生，并协助其进行处理；另外，定期检查患者的

切口，防止切口出现感染，指导患者健康的饮食，以及适量的

运动等。研究组患者给予集束化护理，具体的护理方法如下：

第一，建立集束化护理小组，有临床护理检验丰富的护

理人员组成，护士长担任小组的组长，负责护理质量的把控。

护理小组干预前，可以对小组成员进行阑尾炎手术术后的护

理知识，以及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护理人员按照护

理的流程进行护理。

第二，制定护理的具体方案，手术前护理人员可以多与

患者沟通，了解患者术后康复存在的难点、重点，并且查阅相

关的阑尾炎术后护理的文献，提出术后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手

术应激反应及术后并发症等问题，并找出出现该问题的原

因，然后根据患者术后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

第三，护理人员可以在术后向患者介绍术后需要注意的

问题，如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可以向患者介绍饮食和

运动的知识，以消除患者因为不知而导致的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

并给予情绪疏导，以缓解患者的恐惧和紧张，使患者保持轻

松的心态，提高患者的预后恢复效果。

2.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 SAS（焦虑）、SDS（抑郁）评分，采用 Zung
焦虑量表（SAS）、Zung 抑郁量表（SDS）评估，SAS 标准分值 50
分，划分轻度（50~59 分）、中度（60~69 分）、重度（70 分以上）。

SDS 标准分值 53 分，分轻度（53~62 分）、中度（63~72 分）、重

度（73 分以上）。分值越高，提示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

两组患者术后 5 天的 CRP（C 反应蛋白）、WBC（白细胞

计数）水平，采用本院自制的患者治疗记录表进行评估。

2.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0.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 字2 检验对比。计量资

料以 t 检验。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的 SAS（焦虑）、SDS（抑郁）评分

研究组 SAS（焦虑）、SDS（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如表 1 所示。

3.2 两组患者术后 5 天的 CRP、WBC 水平

研究组患者术后 5 天的 CRP、WBC 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4 讨论

目前，临床上关于阑尾炎手术的方法主要是手术切除，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达到根治的目的。

但是手术后患者常常会出现切口感染、胃肠道等术后并发

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以及预后。有资料显示，给予阑

尾炎术后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减少患者术后的疼

痛感，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2]。集束化护理是在循证医学的基

础上，结合相关医学文献和患者的病历，制定出的相关护理

措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全面性。

基于此，本文对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阑尾炎术后患者康复

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组患者通过建立集束化护理

小组，并且结合相关的文献和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

患者病情的护理方案，并且给予饮食和早期运动的健康宣

教，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使患者保持轻松的心态接受

治疗，改善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了患者术

后康复进程。

综上，在阑尾炎术后患者中采用集束化护理干预，可以

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以及术后 5 天的 CRP、

WBC 水平，提高了患者的术后康复效果，值得在临床中广泛

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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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 SAS（焦虑）、SDS（抑郁）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1 47.31依5.44 32.57依3.37 50.08依6.21 36.40依4.45
对照组 41 47.78依5.59 35.25依4.42 50.71依5.15 40.35依5.81

t 0.386 3.087 0.500 3.456
P 0.350 0.001 0.309 0.000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 5 天的 CRP、WBC 水平比较（x±s）

组别 n CRP（mg/L） WBC（伊109/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1 11.23依2.56 6.51依1.35 11.24依1.66 6.21依0.60
对照组 41 12.05依2.41 8.62依1.47 11.16依1.71 7.10依0.82

t 1.493 6.769 0.215 5.609
P 0.070 0.000 0.4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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