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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俞一冰 

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分析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中采取预见性护理的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为 58 例主

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选取时间在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参

考组及实验组，参考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施行预见性护理，每组 29 例。以 ICU 滞留时间、住院时间及不良

事件发生率评价两组效果。结果 实验组 ICU 滞留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

率低于参考组（P＜0.05）。结论 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中采取预见性护理能够缩短 ICU 滞留时间、住院

时间，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此种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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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ac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covered with stent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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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oac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undergoing stent 
graft placement.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58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who underwent stent graft 
placement, and the selection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4.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abov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nticipatory care, with 29 case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ICU stay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Results The 
ICU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ac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undergoing stent graft placement can shorten ICU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This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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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是一种极为凶险的心血管疾病，其发

病急骤，进展迅速，若不及时治疗，患者往往面临极高

的死亡风险[1]。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覆膜支架置入术

已成为治疗主动脉夹层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手术的

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医生的技术水平，还与术后的护

理密切相关。预见性护理作为一种先进的护理理念，强

调在护理过程中提前识别并干预潜在的风险因素，从

而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为

此，本研究选取在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收治

的 58 例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为研究对象，分

析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中采取预见性护理的

效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 58例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

者，选取时间在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参考

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施行预见性护理，每组 29 例。

实验组中男、女分别为 16 例、13 例，年龄 57-89 岁，

均值范围（67.41±3.43）岁。参考组男、女分别为 18
例、11 例，年龄 58-88 岁，均值范围（68.78±3.65）
岁。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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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生命体征指标密切观

察，指导患者用药，给予其口头健康教育等。 
1.2.2 实验组 
本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预见性护理，方法详见下

文： 
（1）术前预见性护理：对患者进行全面的病情评

估，了解其基础疾病、过敏史、用药情况等。向患者及

其家属详细介绍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术的相关

知识，包括手术目的、过程、可能的风险及术后注意事

项，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

态，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教授患者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等，以缓

解术前紧张情绪。遵医嘱完善各项术前检查，如心电

图、超声心动图、CT 血管造影等。指导患者术前禁食

禁水，保持充足的睡眠。术前备皮，保持手术区域皮肤

清洁。 
（2）术中预见性护理：术中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

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熟

悉手术步骤，与手术团队紧密配合，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注意观察手术过程中的出血情况，及时准备止血物品。 
（3）术后预见性护理：术后及时评估患者的疼痛

程度，采用合适的镇痛措施，如药物镇痛、物理疗法等。

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咳嗽等动作时如何减轻疼痛。术

后持续监测血压和心率，确保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避免血压过高导致支架移位或内漏。根据医嘱调整降

压药物的使用剂量和频率。密切观察患者有无内瘘、支

架移位、血栓形成等并发症的迹象。定期为患者翻身、

拍背，预防肺部感染和压疮的发生。鼓励患者早期下床

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术

后指导患者进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刺激性食

物。 
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保证

营养摄入。此外，术后继续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提供

必要的心理支持和疏导。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

需求，及时给予回应和帮助。 
1.3 观察指标 
1.3.1 ICU 留滞时间、住院时间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的 ICU 留滞时间及住院时间。 
1.3.2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记录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其中可见内瘘、

支架移位及血栓。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数据均通过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示，并进行 t 检验；计数

资料则采用（%）表示，并进行卡方（χ2）检验。当 P
值小于 0.05 时，认为对比对象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

差异。 
2 结果 
2.1 ICU 留滞时间、住院时间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 ICU 滞留时间、住院时间短于

参考组（P＜0.05）。 
2.2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分析 
表 2 显示，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参考组（P

＜0.05）。 

表 1  ICU 留滞时间、住院时间对比分析（ sx ± ）（d） 

组别 例数 ICU 滞留时间 住院时间 

实验组 29 2.35±0.42 16.58±1.34 

参考组 29 4.56±0.36 18.76±2.54 

t - 21.514 4.087 

P - 0.001 0.001 

表 2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内瘘 支架移位 血栓 总发生率（%） 

实验组 29 0（0.00%） 1（3.45%） 1（3.45%） 2（6.90%） 

参考组 29 2（6.90%） 4（13.79%） 2（6.90%） 8（27.59%） 

χ2 - - - - 4.350 

P - - - -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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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致命性疾病，其发

病缘由复杂多样，高血压病史在患者中占比高达约

70%[2]。该病症的特点是主动脉内膜发生撕裂，血液经

由撕裂口渗入主动脉壁内部，进而在壁中层积聚形成

血肿。在急性期，患者可能遭遇多种并发症，诸如夹层

破裂、心律失常以及心脏压塞等。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年

龄主要集中在 50 至 70 岁之间，且男性患者数量多于

女性。临床表现上，患者通常会经历突发性的剧烈疼

痛、休克，以及因血肿压迫主动脉分支而引发的各种缺

血症状[3]。更为严峻的是，部分患者可能在发病后的两

周内，因心律失常、心脏压塞等合并症而不幸丧生。鉴

于主动脉夹层的严重性，采取及时且有效的治疗与护

理措施显得至关重要。 
预见性护理是一种先进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

模式，强调在护理过程中提前识别并干预潜在的风险

因素[4]。要求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

察力，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疾病特点，预测可能

发生的并发症或不良事件，并提前制定预防措施[5]。通

过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护理计划，预见

性护理旨在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的快速

康复[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ICU 滞留时间、住

院时间短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

率低于参考组（P＜0.05）。由此可见预见性护理的效

果较为凸显。笔者认为，预见性护理强调对患者病情的

持续监测和早期识别潜在风险。通过密切观察患者的

生命体征、疼痛程度、心理状态等，护理人员能够及时

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从而避免病情恶化，减少 ICU
留滞时间和住院时长[7]。通过提前识别可能导致并发症

的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定期翻身、拍

背预防肺部感染，鼓励早期活动预防血栓形成等，有效

降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8-9]。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通过早期识别与干预、个性

化护理计划、并发症预防以及心理支持与教育等机制，

在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置入患者中发挥重要作用，有

效缩短 ICU 留滞时间和住院时长，降低不良事件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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