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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护理理念在宫颈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

程丽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妇科，内蒙古 赤峰，024000）

摘  要：目的  探究快速康复护理理念在宫颈癌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收治的 60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

照组采用围术期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围术期快速康复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指标、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

不同时段变化，评估并比较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护理前后变化情况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排气、下床活动、进食、排便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者术后 12 h、24 h、3 d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快速康复护理理念应用于宫颈癌围手术期，在促进患
者术后恢复、缓解术后疼痛方面有着突出效果，有利于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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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颈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多见于 35～55 岁女

性，早期多无明显症状，随着疾病进展会出现阴道出血、尿

频、下腹不适等症状 [1]。手术是临床治疗宫颈癌的常用方法，

作为一种创伤性操作，手术治疗也不可避免会对患者产生一

定的应激，再加上麻醉、疼痛等刺激的影响，患者的自主排尿

功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存在较高并发症发生风险 [2-3]。因

此，围手术期给予患者护理干预尤为重要。针对宫颈癌围手

术期的传统护理方法主要包括环境护理、体征监测、手术配

合等，虽然有利于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但大多是执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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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操作，缺乏主动性与服务意识，护理目标不明确，护理

人员专业技能及知识水平有限，缺乏对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的

关注。快速康复理念最早被应用于直肠癌、结肠癌外科手术

护理中，其引入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优化干预措施，旨在减

轻对手术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应激，加快术后康复 [4]。为探究

其应用效果，本研究收集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医院收治的 60 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现将

获得的研究结果及相关数据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

院收治的 60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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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中，年龄 23～64 岁，

平均年龄（43.59±6.32）岁；疾病分期：Ⅰ期 21 例，Ⅱ期 9例；

病理类型：腺癌25例，鳞癌5例。对照组中，年龄25～63岁，

平均年龄（43.31±6.57）岁；疾病分期：Ⅰ期 20 例，Ⅱ期 10

例；病理类型：腺癌 24 例，鳞癌 6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患者及其

家属充分了解研究相关内容后，自愿签署同意书。本研究经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宫颈癌磁共振检查及诊断规范专家

共识》[5] 中宫颈癌诊断标准，经超声、MRI 及病理诊断确诊为

宫颈癌；②患者交流无障碍，可配合研究；③资料齐全，均为

成年人。

排除标准：①伴随重要脏器严重损伤者；②合并精神类

疾病者；③合并其他类型癌症者；④合并全身性感染疾病者；

⑤存在手术禁忌证或麻醉过敏史者；⑥妊娠期妇女。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围手术期常规护理。患者入院后协助完

成各项检查，加强病情监测。术前给予患者常规健康宣教，

做好肠道准备，禁食、禁水 12 h。术后遵医嘱为患者实施自控

镇痛。肛门排气后给予流质饮食，待患者恢复后逐渐过渡到

普食。术后 3～4 d 指导患者下床活动，遵医嘱拔除尿管。

观察组患者采用围手术期快速康复护理理念。具体

如下。

（1）术前护理。①心理干预。将手术流程、技术优势及

注意事项以宣传册或视频的形式呈现给患者，使得患者对治

疗过程有基本的了解，分享治疗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建立信

心。②肠道准备。术前 1 d 指导患者碳水化合物饮食。术前

2～3 h 给予 250 mL10%葡萄糖溶液口服，用磷酸钠盐口服代

替灌肠。③皮肤准备。术前对手术位置进行护理，剔除毛发，

动作轻柔，防止损伤到皮肤。

（2）术中护理。术中与麻醉医师配合给予短效静脉麻醉，

尽可能减少阿片类镇静药物的应用。手术室温度控制在

24 ℃左右，输液品、输血品均经过加温处理后使用。铺保

温毯，棉被遮盖患者手术区以外部分。术中控制液体量摄

入，减轻心脏负荷。

（3）术后护理。①切口护理。术后用沙袋或盐袋轻压腹

部切口 2～6 h，术后第 2天换药，1次 /d，密切观察是否存在

切口红肿、渗液等情况，叮嘱患者避免用手抓挠切口。②基础

护理。术后回病房后即可按摩患者下肢，防止血栓形成；肩

部垫垫肩，予以保温处理，待患者麻醉清醒、体征稳定后给予

口香糖咀嚼，刺激胃肠道功能恢复；术后患者完全清醒后给

予温开水少量多次饮用，术后 6 h 后可以进食无渣流质饮食，

最好选择稀饭、肉沫汤、鱼汤、菜汤等，避免食用牛奶、豆浆、

糖水等产气食物，3～4 d 后可过渡到普食；术后 1～2 d 指导

患者进行床旁站立、下床活动等；加强会阴部清洁，每天早晚

用 1:20 碘伏溶液进行消毒处理；可以按摩患者腹部以刺激膀

胱，或者给患者听流水声使患者产生尿意，同时定时为患者

进食饮水，帮助患者及时排尿、调整排尿习惯；术后血压平稳

6 h 后协助患者取半卧位，有利于体液引流，防止淋巴液积聚。

③疼痛护理。给予患者硬膜外镇痛泵自控镇痛，指导患者深

呼吸、放松训练，缓解疼痛。④早期康复护理。术后鼓励患

者早期床上自主活动，术后 12 h 指导床上坐起，在床上进行

下肢屈伸活动，防止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24 h 后协助下床活

动练习；术后 3 d 夹闭尿管，指导患者缩肛练习，早期拔出导

管，进行膀胱功能锻炼；术后 1～2 周要每日清洗外阴，勤换

护垫或卫生巾及内裤，保持外阴清洁，术后 1个月门诊复查，

医生根据宫颈恢复情况判断可否性生活。

1.4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指标，包括术后排气时间、下

床活动时间、进食时间、排便时间及住院时间。②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量表（VAS）评估两组患者疼痛程度，选择无分割的标

尺，分别于左右两端标记 0分、10 分，0 分表示无痛，评分越

高疼痛越严重。③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估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SAS 共包括 20 个条目，

采用 1～4级评分法，评分越高焦虑情绪越严重；SDS 包括 20

个条目，评分采用1～4级评分法，评分越高表示抑郁越严重。

④随访 3个月观察两组患者有无并发症发生，并发症包括切

口感染、肠梗阻、恶心呕吐、尿潴留，并发症发生率 =（切口感

染 +肠梗阻 +恶心呕吐 +尿潴留）例数 / 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得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不同时间点 VAS 评分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再进行两两比较，用 F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排气、下床活动、进食、排便及住院时间

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段 VAS 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12 h、24 h、3 d VAS 评分均较对照

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后 12 h 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 24 h、3 d VAS 评分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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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3  讨论

宫颈癌是起源于宫颈上皮异型增生的恶性肿瘤，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发现，宫颈癌与HPV 感染、性生活开始早以及免

疫功能缺陷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

例多达 13 万，且趋于年轻化，受到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6-8]。

目前临床针对宫颈癌患者多采用手术切除治疗，其能够将肿

瘤病灶清除，促进患者症状缓解，延长生存期。但手术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侵入性操作不仅加重了患者的身心痛苦，而

且增加了感染风险 [9]。研究发现，宫颈癌手术患者术后康复

效果不仅与临床医师操作水平有关，而且与围手术期护理息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指标比较 （x-±s）

组别 例数 首次排气时间（h） 下床活动时间（h） 进食时间（h） 排便时间（h）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30 19.45±3.43 25.10±4.43  8.73±1.54 40.59±5.36 6.59±1.02

对照组 30 26.95±4.37 36.17±5.04 27.56±4.04 61.94±6.78 9.85±2.76

t 7.395 9.036 23.854 13.530 6.068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段 VA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 12 h 术后 24 h 术后 3 d F P

观察组 30 3.48±0.25 2.48±0.26 2.06±0.25 248.660 ＜0.001

对照组 30 4.60±0.54 3.62±0.65 3.34±0.27  50.058 ＜0.001

t 10.309 8.919 19.053

P ＜0.001 ＜0.001 ＜0.001

t观察组术后 12 h VS 术后 24 h 21.617 t对照组术后 12 h VS 术后 24 h 10.480

P ＜0.001 P ＜0.001

t观察组术后 12 h VS 术后 3 d 30.696 t对照组术后 12 h VS 术后 3 d 13.474

P ＜0.001 P ＜0.001

t观察组术后 24 h VS 术后 3 d 9.079 t对照组术后 24 h VS 术后 3 d 2.994

P ＜0.001 P 0.033

 表 3  两组患者 SAS、SDS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63.14±5.73 36.12±3.94* 63.26±5.64 39.75±3.15*

对照组 30 62.26±5.39 43.16±4.46* 65.37±5.58 50.14±4.36*

t 0.613 6.480 1.457 10.580

P 0.543 ＜0.001 0.151 ＜0.001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

 表 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肠梗阻 恶心呕吐 尿潴留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30 0（0.00） 0（0.00） 1（3.33） 1（3.33）  2（6.67）

对照组 30 2（6.67） 2（6.67） 1（3.33） 3（10.00） 8（26.67）

χ 2 4.320

P 0.038



94
第 41 卷 第 7 期

2023 年 4 月

息相关。科学、正确的护理干预是改善患者预后、提升康复

效果的关键 [10]。

本研究观察组围手术期采用的是快速康复护理理念，强

调以患者实际情况为中心，在循证医学的支持下，为患者制

订优化护理干预方案，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的手术应激，加

快术后康复进程，增强预后，涉及到患者心理、生理及康复训

练等多个方面 [11]。从研究结果看，观察组术后首次排气、排

便、下床活动、进食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短（P＜0.05），体现

了快速康复护理对患者术后恢复的促进作用。传统护理模式

下对宫颈癌手术患者的护理主要集中在手术及疾病本身，护

理缺乏针对性与目的性。快速康复护理关注患者心理健康，

术前通过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与健康教育，能够减轻患者的心

理负担，减少心理应激，促使患者积极配合各项治疗 [12-13]。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 SAS、SDS 评分均有改善，观

察组改善更明显（P＜0.05），说明心理护理在改善患者负性情

绪方面的作用显著。术前打破传统 12 h 禁食、禁水的观念，

缩短禁食禁水时间，且给予患者葡萄糖、磷酸钠盐口服，不仅

避免了传统灌肠操作带来的刺激，而且有利于维持水电解质

平衡，减轻对胃肠道内环境的影响，缩短了患者术后各项指

标恢复时间 [14-15]。术中限制补液、温度控制能够提高患者舒

适度，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降低术后感染及心脏不适

等并发症发生风险。术后尽早指导患者进食，结合病情恢复

情况由流食过渡到普食，能够促进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提升，

刺激头部迷走神经反射，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 [16-18]。本研究

结果还显示，术后各个时段观察组患者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P＜0.05）。这是因为术后在快速康复护理模式下，患者得

到早期康复护理及镇痛处理，减少并发症发生的同时，促进

了术后各项功能的恢复，有利于缓解疼痛 [19-20]。随访两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较对照组少（P＜0.05），提示快

速康复护理模式下患者并发症更少，具有鲜明的优势。本研

究就快速康复护理在宫颈癌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效果进行

了汇报，但病例少、随访仅 3个月，时间有限，可能有所偏倚，

后续仍需大样本研究，挖掘其临床价值，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综上所述，宫颈癌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行快速康复护理，

有利于加快术后恢复，促进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缓解，有利于

减轻疼痛反应，减少并发症，可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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