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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施护对长期卧床便秘患者临床观察

王琪

安吉县中医院骨科 ，
浙江 安吉

摘要 目 的 ：
观察 中 医辨证施护对长期 卧床便秘患者临床观察 。 方法 ： 例患 者随机分为 组

，
对照组给予 常规护理

，

观

察组 实施 中 医辨证施护 比较 组患 者便秘发生率 、 排便时 间 ， 采取 生 活质量评定量表评估 组 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 况 结果 ：

便秘发生率观察组 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排便时 间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 ，

组比较
，
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 。 护理后 ，
观察组 患者躯体功能 、 日 常生活 、 活力 、 社会功能 、

心理健康评分与 对照组 比较 ， 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 义 （ 。 结论 ： 长期卧床便秘 患者给予 中 医辨证施护 ，
可明显降低便秘发生率 ， 提升患者的 生 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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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主要 由燥热 内结 、 气血不足、 通气不畅所致 。 骨科 气虚型 例 ， 血虚型 例 。 组年龄 、 性别 、 住院时间 、 病

患者机体遭受创伤后 ， 导致气血两亏 ， 腑气阻滞 ，
加之长期卧 程 、 骨折类型等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 具有可

床接 受治疗 ，
排便不畅 ， 津液 不足 ，

燥热 内结
，
导致情志 失 比性 。 所有纳入研究对象均知情研究内容 ， 自愿参与研究 。

调 ， 气血淤滞 ， 致使肠 胃传导功能失调 ， 患者大便无法顺利排 护理方法

出 ，
引起便秘产生 。 且骨科长期卧床患者

一旦出现便秘 ，
则可 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 。 入 院后告知 患者与便秘相 关知

能对其 心理、 生理带来双重影响 ， 同 时对疾病 的康复产生负面 识 ， 调节饮食 ，
督促患者实施功能锻炼 ， 严格遵医嘱 ， 做好给

影响 。 当前临床上对便秘患者的 处理主要采取饮食调理 、 人 药护理
， 同 时根据患者的 心理特点 ，

给予针对性的 心理护理 。

工排便及药物治疗等方式 ， 以改善患者的便秘症状 。 有文献提 观察组 给予 中 医临床 护理方案 。 入院首 日 ， 对 患者

示
， 采取 中医临床 护理路径对长期卧床患者便秘 的发生有

一定 实施系统评估 ，
据其病症特征确定中 医证型 ，

告知患者便秘原

的预防作用 。 基于此 ， 为 进一步证实中 医临床路径在长期卧 因及预 防措施 。 据患者中 医证型给予患者饮食指导 。 湿热型 ，

床患者预防便秘中 的应用价值 ， 本 院对近年来 收治 的 例 清淡饮食
，
饮水量每天 多 食水果 、 蔬菜 ， 如冬瓜

患者进行 了对照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汤 、 胡萝 卜 、 绿豆汤等 ， 早晨宜饮凉白开 ， 忌食燥热 、 甜腻食

临床资料 品 ， 晚间饮蜂蜜水。 气滞型 ， 多食陈皮水 、 三七汤 、 柑橘 、 白

选取 年 月
一

年 月于本院 骨科长期 卧床住 萝 卜 等 ， 严禁进食 土 豆 、 南 瓜 等食物 ， 早 晨 饮 食淡 盐水

院治疗 的 例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随机分 为 组 。 对照组 左右 ， 少食甜品 。 气虚型 ， 多进食润肠补气食物 ， 如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北芪汤 、 芝麻糊等 ， 早晨饮温热蜂蜜水 ， 忌食生冷蔬果 。 血虚

岁 ， 病程 天
，
平均 ± 天

， 住院 天
，
平 型 ， 多食诸如红枣 、 菠菜 、 木耳汤等补血食物 ， 忌食粘滞 、 难

均 ± 天
，

上肢骨折 例 ，
下肤 例 ， 脊椎 例 ， 消化食 物 。 告知 患者卧床 排便 的 相关知 识。 ②入院第 、

骨盆 例 ， 助骨 例
，

中 医辨证分型 湿热型 例 ， 气滞型 天 ， 检验患者的排便状况 ， 创造良好的排便环境 ， 解决排便问

例 ， 气虚 型 例 ， 血虚 型 例 。 观察组 例 ， 男 题 ， 早晨用 餐 后练 习排便动作 ， 时间 对排便 困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难患者行促便按摩处理 。 取仰卧位 ， 将双手重叠置于患者下腹

天
， 平均 ± 天

， 住院 天
， 平均 ± 部 ， 沿上、 左 、 下端作连续 、 环形按摩 ， 到达 乙状结肠部位时

天
，

其 中上肢骨折 例
， 下肢 例

，
脊椎 例

， 骨盆 则加大 力度 ， 刺激肠 胃 ， 促进蠕动 ， 时间控制在 。

例 ， 助骨 例 ， 中 医辨证 分型 湿热型 例 ， 气滞 型 例 ， 同时做提肛及腹式呼吸运动 。 配合服用 中 医汤剂 ， 湿热型、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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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型服用 大承气汤 ， 气血虚则服用补血益气汤 。 提取药渣 ， 热 积 ， 津液缺失 ， 燥热不化 ， 导致肠道干涩欠润 ， 传导失 调 ， 腑

烫腹部 ， 强化益气效果 。 ③入院第 天
， 检验患者排便情况 ，

气瘀积 ，
气机失常

， 引 起便秘 。 因 此 ，
对长期 卧床便秘患者

便秘患者辅助排便 处理 ，

气虚型则行穴位艾灸处理 ， 取胃 俞 、 的治疗需遵循理气通腑的 原则 ， 以促进肠胃 运动 、 消化功能恢

足三里 、 脾俞 、
天枢 、 大肠俞等穴位 ， 补法艾灸 ，

益气通便 。 复正常 。

湿热型 、 气滞型 ， 开水泡服番 泻 叶 泄 热通便 。 同 时做 人体 阳明经为气血之经 ， 与脏腑功能存在 密切联系 。 足三

好对患者 的 心理护理 。 ④入院第 天
， 对患者实施系统评估 ，

里则为 阳 明经合 穴 ， 有强壮功效 ， 按摩足三里 、 脾俞 、
天枢 、

按照患者的 症状改善情况 ，
调节饮食 。 大肠俞等穴位可起到通经活络、 顺其养神 、 健脾和 胃 的功效 ，

评价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可促进肠 胃蠕动 ， 改善胃肠道功能。 中医穴位按摩及艾灸主要

评价指标 记录 组患者便秘发生率 ，
统计排便延长时 通过运用手法的 良性剌激 ，

协助体外压力传导 ，
增加肠胃消化

间 ， 观察通便药物使用情况。 同 时采取生活质量评定量表 液的 分泌量 ， 以促进肠胃蠕动 ， 强化经络的传导功能 ， 推动肠

评估 组患者护理前 、 后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
包括躯体功 能 、 胃传输 ，

促进排便 。 沿右下腹部环形按摩 ，
可有效刺激肠 胃兴

日 常 生活功能 、 社会功能 、
心理健康等 ， 分值越高 ， 提示生活 奋穴位及其皮肤 ， 并传递至大脑神经 ， 调节肠 胃功能 。 人体脐

质量越高 。 部富含神经丛及神经末梢 ， 对外界刺激有较高 的敏感度 ，
按摩

统计学 方法 应用 统计学分析 。 计数资料采 腹部 ， 机械摩擦 ， 通络静脉 ，
强化肠道 的运 动节律 ， 鼓 动整

用 检验 ， 计量资料 以 表示
， 采用 检验 。 齐

，
进而促进肠 胃蠕动 ， 预防便秘 。

护理结果 在本组研究 中 ， 通过对观察组患者给予 中 医临床 护理干

组便秘发生 率及排便时间 比较 见表 。 便秘发生率观 预 ， 结果提示其便秘发 生率 、 排便 时间 均 低于对照组

察组
，
对照组 组 比较 ，

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且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 ，

； 排便时间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
组 比较 ，

差异有显 同 时也进
一

步证实 ， 在长期卧床患者的 临床护理中应用 中医干

著性意义 。 预护理 ，
准确评估患者 的排便状况 ， 确立辨证分型 ，

给予预见

性 、 针对性护理 ，
可明显降低便秘发生率 ， 提升患者 的生活质

表 组便秘发生率及排便 时间 比较
量

组 别 便秘发 生 率 例 ％ 排便 时 间
°

观察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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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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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护理前 ± ± ± ±

护理后 ±
吴筱莲 ，

胡红燕 ， 朱敏芳 ， 等 加 温开塞露治疗 便秘的

与 对照组治 疗后 比较
，
① 效果观察及 护理 【

」
】 护理与康 复 ’ ，

：

、 、

石正兰 ， 胡敏 ，
孟改敏 ， 等 行 为干 预配合 中药 贴敷治

骨折患者基于机体康复原 因 ， 需长期卧床接受治疗 ， 観
疗 中 风病 人便 秘的效果观察 【

」
】
护理研究 ，

发生便秘 。 有文献报道显示 ， 下肢骨折患者便秘发生率高于上
（

肢及其他部分骨折患者 ，

尤其以创伤第 天 内 便秘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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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 跌倒坠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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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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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