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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全身麻醉手术患儿的个性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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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个性化护理在眼科患儿全身麻醉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于2015年7月至2016年

8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50例眼科全身麻醉手术患儿，按手术例数单、双号顺序分组，单

数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常规护理，双数为观察组，采用个性化护理。比较两组麻醉配合度与家属

对护理满意度。结果：50例患儿手术顺利。对照组在麻醉及复苏过程出现烦躁与躁动情况的患儿

18例，观察组为3例，对照组明显高于观察组；观察组麻醉配合度与家属对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眼科全身麻醉手术患儿运用个性化护理，可改善患

儿心理状态，提高配合度，增加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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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nursing on ophthalmic childre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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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on ophthalmic childre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operation. Methods: Ophthalmic childre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operation i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included from July 2015 to August 2016. All of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odd and even 

groups by the operation sequence number. The children with odd numbers were in control group and accepted 

traditional nursing. The children with even numbers were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ccepted individualized 

nursing. Anesthesia cooperation degree and family members’ satisfaction on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Fifty operations were proceeded successfully. 18 children appeared irritability and 

restlessness during anesthesia and recovery process in the control group. Irritability and restlessness were only 

showed in 3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satisfac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uch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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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术是指利用各种全身麻醉药的作用

使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不规则抑制导致意识消

失的麻醉[1]，也是眼科患儿手术麻醉的主要方式。

眼科全身麻醉手术患儿年龄普遍较小，耐痛性和

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一旦离开父母独自进入手

术 室 时 ， 可 能 产 生 一 系 列 恐 惧 、 紧 张 等 应 激 情

绪，主要表现为哭闹不止和躁动不安等，严重影

响手术的顺利进行[2]。为缓解患儿的负面情绪，降

低由于紧张等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对2 5例眼科全身麻醉手术患儿实施个

性化护理，取得较满意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 取 于 2 0 1 5 年 7 月 至 2 0 1 6 年 8 月 中 山 大 学 附

属第一医院收治的5 0例眼科小儿全身麻醉手术患

儿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并获得患儿家长同意。

按手术例数单、双号顺序分组，单数为对照组，

双 数 为 观 察 组 ， 每 组 2 5 例 ； 男 2 9 例 ， 女 2 1 例 ；

年 龄 3 ~ 1 3 ( 6 . 2 ± 1 . 4 ) 岁 ； 上 睑 下 垂 手 术 1 1 例 、 斜

视手术15例、霰粒肿手术24例；患儿的手术时间

15~80(46.3±2.5) min。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采取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麻醉医生准备

好，6岁以下患儿由护士抱进手术间强制性进行吸

入麻醉及静脉穿刺后再气管插管，6岁及以上患儿

由护士带进手术间进行静脉穿刺后再气管插管；

固定好患儿四肢，小夹板固定好建立静脉穿刺的

肢体。术中观察生命特征及血氧饱和度；术后进

行气管拔管后送复苏室观察。

1.2.2  实验组

术 前 访 视 患 儿 ， 对 其 年 龄 、 体 重 、 病 情 特

点、既往病史等进行全面评估，全面地分析患儿

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点，加强与患儿的沟通，护

理人员的语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可以选择一

些有吸引力的话题如玩具、动画片、小游戏以及

食品等，以有效地拉近护患之间的心理距离，增

强 患 儿 对 护 理 人 员 的 信 任 感 。 手 术 当 天 ， 患 儿

先在手术室候诊区等候，麻醉医生准备好后，针

对 3 ~ 6 岁的不合作的患儿，由家属协助抱入手术

室，患儿在家属怀抱里吸入“七氟烷”药，患儿

意识消失后，家属离开手术间，护士建立静脉通

道 并 协 助 麻 醉 医 生 插 管 麻 醉 。 针 对 6 ~ 1 3 岁 的 合

作的患儿，由熟悉护士先涂利多卡因膏在手背静

脉上面，予以心理安慰并带入手术间，建立静脉

通道并协助麻醉医生进行麻醉插管等操作。固定

好患儿四肢，特别用小夹板固定好静脉穿刺的肢

体 ； 术 中 观 察 生 命 特 征 及 血 氧 饱 和 度 ， 口 唇 颜

色 ， 注 意 保 暖 ， 补 液 的 观 察 ； 术 后 送 复 苏 室 观

察 、 生 命 体 征 稳 定 ， 在 家 属 看 护 下 再 进 行 气 管  
拔管。

1.3  观察指标

1.3.1  患儿在麻醉前期配合程度  
配合：患儿能够安静进入手术室；不配合：

患儿哭闹、挣扎现象严重，需用强迫手段进入手

术室[3]。

1.3.2  患儿复苏期哭闹躁动情况

哭闹躁动情况分为 3 级：患儿哭闹持续时间

超过5 min，不断自行改变卧位，不能被安抚为躁

动；患儿哭闹持续1~5 min，安抚后不改变体位，

哭闹明显减弱，为轻度躁动；患儿哭闹<1 min，安

抚时哭闹立即停止为安静[4]。

1.3.3  患儿家属满意情况

采 用 我 院 自 制 的 患 儿 家 属 满 意 程 度 调 查 量

表 ： 通 过 术 前 访 视 、 患 儿 配 合 、 家 属 理 解 与 信

任、麻醉前期与复苏期患儿生命体征平稳；术后

回访并填表调查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分为

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比较行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行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It can also improve family member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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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5 0 例 患 儿 手 术 顺 利 ， 麻 醉 前 对 照 组 配 合 1 0
例 ( 4 0 % ) ， 不 配 合 1 5 例 ( 6 0 % ) ； 观 察 组 配 合 2 3
例 ( 9 2 % ) ， 不 配 合 2 例 ( 8 %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术后对照组出现躁动情况的患儿18例，

其中5例患儿躁动严重并出现静脉留置针脱落；观

察组术后2例出现轻度躁动，1例较严重，术后血

氧饱和度的变化不大(表1)。观察组患儿的护理满

意度为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2.0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3  讨论

患 儿 由 于 年 龄 小 ， 离 开 父 母 ， 突 然 进 入 陌

生环境，会产生抵抗心理，表现为挣扎、哭闹等

不合作行为，进一步加重患儿及其家长的心理创

伤。实行围手术期个性化服务观念，即家长陪同

患儿度过麻醉诱导期[5]。既可降低家长围术期的焦

虑水平，又提高患儿合作程度及家长满意度。

躁动是全身麻醉术后苏醒期的一种严重并发

症。全身麻醉术后苏醒期间患儿因眼睛被遮盖、

气管导管刺激及伤口疼痛等原因，常可引起麻醉

苏醒期躁动，进而使患儿复苏时间延迟，导致机

体耗氧增加、心律失常、伤口出血等，严重者还

会自行拔出输液管及其他治疗、监护设备，对患

儿术后恢复造成影响[6]。如果患儿到复苏室观察、

拔管前让家长在旁看护，熟悉的声音能增加患儿

安全感，缓解患儿情绪。采取个性化护理措施，

可有效减轻患儿全身麻醉术后苏醒期躁动反应，

有利于患儿术后的恢复[7]。

小儿由于年龄、生理等多种因素，尤其是在

全身麻醉术后苏醒期间，患儿麻醉未完全清醒，

对躯体不适的表达能力较差，往往表现为躁动、

哭闹等，进而增加护理难度[8]。护士不仅要注重患

儿的心理护理，还应重视对家长的健康教育，提

高家长术前遵守医嘱行为，避免因术前准备失误

或不到位导致的手术延误；术后应重视手术相关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健康教育，指导家长细心地

观察与护理，早期发现患儿的不适症状，确保患

儿围手术期安全。

综上所述，眼科患儿全身麻醉手术中实施个

性化护理措施可有效减轻患儿全麻术后苏醒期躁

动反应，能有利于患儿术后的恢复，增加患儿家

属的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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