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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护理在全身麻醉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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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全身麻醉患者采用保温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我院收

治的 64 例接受全身麻醉手术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给予保温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寒战，躁动发生率、苏醒时间、住院时间及拔管时间。结果 观察组患

者寒战及躁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苏醒时间、住院时间及拔管时间短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意义（P<0.05）。结

论 保温护理在全身麻醉患者的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有效降低寒战，躁动发生率，缩短苏醒时间、住院时间及拔

管时间，对提高全身麻醉患者手术安全性及术后恢复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在临床护理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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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rmal insulation nursing on patients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Methods A total of 6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eneral anesthesia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2 to Nov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warming nursing on this basi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hills and agitation, awakening time, hospital stay and extubation ti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hills and agit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wakening time, hospital stay and extubation time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al insul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ills and agitation, shorten the awakening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surgery and the quality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n patients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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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是临床手术中常用的麻醉方式之一，它

可以使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失去意识和感觉，从而减轻

患者的痛苦[1]。然而，全身麻醉也会对患者的生理功能

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体温下降是全身麻醉患者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体温下降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手术效果

和预后，还会增加患者术后寒战、躁动等并发症的发生

率，延长患者的苏醒时间和住院时间。因此，采取有效

的保温护理措施，维持全身麻醉患者的体温稳定，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2]。本次研究了保温护理在全身麻醉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2.11-2023.11 月，在我院接受全身麻醉手

术的 64 例患者，且所有患者术前体温正常；年龄＞18
岁；无合并感染性疾病；无对麻醉过敏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男 17 例，女 15 例，44.32±4.56)岁，观察组（男

13 例，女 19 例，45.11±5.2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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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术前访视、心理护理、健康

教育、监测生命体征）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保温

护理。具体如下： 
（1）术前保温： 
手术前，将手术室温度、湿度调节适宜的范围。还

可以提前将保暖设备预热至合适温度，并覆盖在手术

床上，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立即给予保温毯覆盖，保持

患者体温。 
（2）术中保温 
可以采用电子体温监测仪持续监测患者鼻咽温度，

通过密切监测体温变化，能够及时发现患者体温的异

常波动，为采取相应的保温措施提供依据。使用输液加

温器将输入患者体内的液体加温至合适的温度，维持

患者的体温。对于大量输液或输血的患者，输液加温尤

为重要，可以有效避免因液体温度过低而引起的体温

骤降。术中使用的冲洗液（如生理盐水）加温至适宜的

温度后再进行冲洗。在手术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大量的

冲洗液来冲洗手术部位，如果冲洗液温度过低，会带走

患者身体的热量。保温过程中，除手术部位外，尽量减

少患者身体暴露面积，使用保暖被单或保温毯覆盖患

者非手术区域。身体暴露会导致热量大量散失，通过覆

盖保温可以有效减少热量的丢失。密切关注患者体温

变化，及时处理体温异常情况。 
（3）术后保温 
术后患者送回病房途中，注意保暖，使用保暖被褥

覆盖。在转运过程中，患者仍然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的影响。回到病房后，调节病房

温度至适宜范围，继续观察患者体温变化。适宜的病房

温度有助于患者的恢复，同时持续观察体温可以及时

发现可能出现的体温异常情况。 
1.3 观察指标 
寒战、躁动发生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寒战、躁

动发生率。 
苏醒时间及拔管时间：观察两组患者手术结束到

完全清醒的时间、拔气导管的时间及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寒战、躁动发生率对比 
通过数据分析，观察组寒战、躁动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苏醒、拔管及住院时间对比 
通过数据分析，观察组苏醒及拔管时间短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寒战、躁动发生率[例,(%)] 

组别 例数 寒战 躁动 

观察组 32 1 2 

对照组 32 4 6 

χ2 - 6.093 7.143 

P - 0.014 0.008 

表 2  两组患者苏醒、拔管及住院时间对比（ ） 

组别 例数 苏醒时间（min） 拔管时间（min） 住院时间 

观察组 32 22.57±3.19 25.65±4.28 7.51±1.21 

对照组 32 30.67±4.37 32.89±5.14 9.82±1.53 

t - 8.469 6.123 6.699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全身麻醉在各类手术中广泛应用，它能使患者在

手术期间处于无意识和无痛觉的状态，为手术的顺利

开展提供保障。然而，全身麻醉会干扰患者正常的体温

调节机制，致使患者体温容易出现下降的情况。体温下

降对全身麻醉患者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它可能增加

术后寒战、心律失常、凝血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3]。寒战不仅会让患者感到极度不适，还可能导致机

体耗氧量增加，加重心肺负担。同时，体温过低会延缓

患者的苏醒时间，使得患者从麻醉状态恢复到正常意

识状态的过程变长，同时也会延长拔管时间，增加患者

在麻醉复苏阶段的风险。因此，探索有效的保温护理措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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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维持全身麻醉患者的体温稳定，成为临床护理工

作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保温

护理，有望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

提高手术治疗的整体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4-5]。 
正常的体温对于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在全

身麻醉状态下，患者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减弱，保温护

理能够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保温

措施，如使用保温毯、加温输液和冲洗液等，可以减少

热量的散失，维持患者的体温在正常范围内[6]。这有助

于保证身体各器官和组织的正常代谢和功能，避免因

体温过低而引发的一系列生理紊乱。术后寒战是全身

麻醉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而体温过低是其主要诱

因。当患者体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身体会通过寒战来

产生热量，试图恢复体温平衡[7]。然而，寒战不仅会给

患者带来不适感，还可能导致机体耗氧量增加、心肺负

担加重等问题。保温护理通过提高患者的体温，有效地

降低了术后寒战的发生率，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同时也

减少了因寒战引起的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而且，体温过

低会影响麻醉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清除速度。在低温

状态下，肝脏和肾脏等器官的代谢功能会受到一定程

度地抑制，导致麻醉药物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延长。这使

得患者从麻醉状态中苏醒的时间延长，拔管时间也相

应推迟[8-9]。保温护理能够保持患者的体温正常，促进

麻醉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从而缩短患者的苏醒时间和

拔管时间，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效率。同时，体温是人

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体温过低时，机体的免

疫力会下降，白细胞的活性和吞噬功能受到抑制，从而

增加了术后感染的风险。保温护理通过维持患者的体

温稳定，增强了机体的免疫力，有助于预防术后感染的

发生[10]。此外，体温正常还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减少了

因感染导致的伤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通过对全身麻醉患者实施保温护理，能

够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可以有效降低寒战，躁动发生率，

缩短苏醒时间及拔管时间，对提高全身麻醉患者手术

安全性及术后恢复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应充分认识到保温护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全

身麻醉患者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和优化保

温护理措施，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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