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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与个体化护理对肝胆胰外科患者预后的影
响探究 

刘唐容 

（广西省桂林市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  541002） 

摘要：目的：探究循证护理与个体化护理对肝胆胰外科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对我院近一年收治的 100 例肝胆胰外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将这些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个性化护理，观察组患者采取循证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以及健康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对照组患者的情感、认知功能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其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方面没有差异性，因此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对肝胆胰外科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的过程中，无论是循证护理还是个体化护理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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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一种受循证医学影响的护理模式，需要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以及临床护理经验进行有计划的护理；个体化护理是针对患者
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护理模式。本文主要针对循证护
理与个体化护理对肝胆胰外科患者预后的影响进行探究，比较这两组
护理方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我院近一年收治的 100 例肝胆胰外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将这些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 50 例。其中对照组有
男患者 31 例，女患者 19 例，年龄范围为 22~76 岁，平均年龄为（50.12
±7.9）岁，患有胆囊癌患者有 21 例，患有胆囊结石患者 15 例，患
有肝及肝内胆总管恶性肿瘤患者 14 例；观察组有男患者 32 例，女患
者 18 例，年龄范围为 24~78 岁，平均年龄为（50.56±7.6）岁，患有
胆囊癌患者有 20 例，患有胆囊结石患者 6 例，患有肝及肝内胆总管
恶性肿瘤患者 14 例。将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对
比，可发现其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能进行比较。 

（二）护理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取个性化护理，其主要内容为：护理人员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护理措施；需要对
患者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了解，让患者消除紧张感与恐惧感；对于长期
卧床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进行床下运动，并让患者了解一
些按摩手法，以此来预防深静脉栓的情况发生，促进患者的血液循环；
对于患有肺部疾病患者，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加强对呼吸功能的锻
炼，以免发生肺炎；护理人员在患者的住院期间需要帮助患者进行及
时的心理疏导，与患者的家属进行沟通，指导患者抒发内心的情绪，
更好的接受治疗。 

观察组：观察组患者采取循证护理，其主要内容为：护理人员需
要让患者枕平卧位 6 小时，并观察患者是否发生头晕、恶心等不良情
况的发生；对患者的疼痛情况及时询问，了解患者的身体情况；对患
者的心理给予支持、安慰，提高患者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护理人员需
要保持患者的肠道通畅，如有需要，可对患者进行开塞露处理；护理
人员需要保持病房的消毒工作严格按照无菌操作，避免患者发生感
染；除此之外，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并发症的预防，若患者的生命体
征出现异常需要及时告知医生；若患者存在微循环障碍，需要为患者
建立静脉通道，以此来方便对患者的后续治疗进行实施；护理人员在
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如果患者的情绪发生变化，需要及时地与
患者进行沟通，调整患者的不良情绪，避免患者由于消极情绪的产生
影响治疗效果。 

（三）观察与评价指标 
观察指标：将两组患者的预后效果、并发症情况以及生活质量作

为观察指标。 
评价指标：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采用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其主要

内容包括六个项目，每个项目 100 分，分数越高则代表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价更高。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处理，其中，
计量资料以均数表示，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 x^2 检
验，若 P<0.05，则表明其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将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进行比较，通过数据可发现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无差异，因此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 1.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组别 肺炎 腹痛 呕吐 并发症病发率 

对照组 3 例 3 例 4 例 16.0% 
观察组 1 例 3 例 3 例 14.0% 

（二）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将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比较，通过数据可发现观

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以及健康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对照组患者
的情感、认知功能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其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组别 角色功能 
社会功

能 
躯体功能 整体健康 情感功能 认知功能 

对照组 
62.0±

10.8 
64.0±

7.5 
56.3±9.5 

60.3±
11.2 

85.5±6.2 86.3±12.5 

观察组 
62.5±

10.0 
65.0±

8.0 
65.2±10.3 

72.0±
10.5 

76.0±6.5 76.3±13.0 

三、讨论 
循证护理是一种受循证医学影响的护理模式，在进行护理之前需

要查阅大量关于临床方面的结论，并且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
临床护理经验对患者进行有计划的护理。循证护理体现了现代护理低
个人价值观的期待；个体化护理是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
的、个性化的护理模式，了解患者的需求后对患者采取具体措施，是
一种针对性与目的性较强的护理模式。 

从本次研究可看出，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以及健康情况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对照组患者的情感、认知功能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
而这两组在并发症方面没有差异性。因此，循证护理与个性化护理各
有优缺点，需要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护理方式，这两种方
式都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应用并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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