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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指的是整合多学科范畴的新措

施和技术，采用循证医学证据的围术期优化措施，

减少手术患者的创伤应激，达到加速患者康复进程

的目的[1~3]。快速康复护理主要体现在改进常规护

理，使患者的卧床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

明显降低，明显优于传统护理，因而成为研究的热

点[4]。我国快速康复护理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5]，本次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

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方面文献，为后期胸外科快速

康复护理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及数据支持。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文献研究内容为与肺或食

管快速康复护理相关。剔除护理类文章、征文通

知、综述、专利、会议论文、报纸、研究动物实验、重

复发表等。

1.2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国内中文数据库：中国知

网资源总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2007年 1 月至 2019年

4 月。检索词：快速康复外科，加速康复外科护理，

胸外科或肺或食管或纵膈。

1.3 文献分析 软件 NoteExpress3.0 用于文献收

录、分类和查阅。对文献分布、组织类型分布、区域

分布、出版物分布、作者情况、基金研究情况等进行

信息抽取，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作者单位基于

第一作者的单位，同一医院的不同部门属于同一家

医院，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学院属于同一所大学，地

区也是第一作者所在地区为准，省和市发表文献都

受制于次方法。基金支持的状况包括是否有资金

支持，资金支持等级和资金支持总额。

2 结果

2.1 根据文献检索策略，搜索后最初共获得 305篇

文章，再经手工进行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后最

终得到有效文献共 130篇。分析文献可知，最早的

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的文献发表在 2009 年，2010
年～2015年为我国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的缓慢发

展阶段，2016 年至今，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30 篇

文献中 19 篇文献获得不同级别的基金项目支持，

占总文献量的 14.62％，其中国家级基金资助 1篇、

省市级 11篇、其他基金（院校级、县区级、学会等）7
篇。2009～2016 年发展缓慢，从 2017 年起基金支

持的文献数量骤然上升。2019 年文献统计至 4 月

30号。

2.2 纳入文献各类计量学研究数据见表1
表1 文献地区分布（前10位）、机构分布、期刊分布

（前10位）、期刊分区

地区分布 江苏

广东

四川

河南

山东

云南

浙江

新疆

广西

湖北

机构分布 医学院附属医院

综合性医院

专科医院

25

16

12

10

8

7

6

5

5

5

58

55

15

19.23

12.30

9.23

7.69

6.15

5.38

4.61

3.84

3.84

3.84

44.61

42.30

11.53

条目 发文数量/篇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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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分布 护理实践与研究

实用临床护理学杂志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当代护士

中国保健营养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护理研究

国际护理学杂志

护理学杂志

期刊分区 核心区

相关区

分散区

9

6

6

6

6

5

4

4

4

3

38

42

50

6.92

4.61

4.61

4.61

4.61

3.85

3.08

3.08

3.08

2.30

29.24

32.30

38.46

条目 发文数量/篇构成比/％

由表1可见，130篇有关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的

文献均注明了所在单位及省份，文献共来自20 个不

同省、4 个直辖市、2 个自治区，其中江苏广东发文

量最多。作者所在机构来自附属医院、综合性医

院、专科医院、医学院校等，其中以医学附属医院文

献量居多。按照期刊的载文量排序排名，第一位是

《护理实践与研究》。核心区总共有4 种护理类核心

期刊，总计发文38篇。

3 讨论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首先起源于快速通道的概

念，主要用于围手术期护理比如接受冠状动脉搭桥

手术患者。最近几年，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这一概

念逐渐应用在其他领域，如肝切除手术/胃食管手术，

心胸外科[6]等，基本都有满意的效果。在 2010年以

前，有关快速康复护理发表文章的数量很少，平均

每年 1篇，全部是外文文献，总计 6篇[7] 。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相比欧美国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

速。虽然国内的医疗机构已经逐渐重视加速康复

外科在胸外科应用的重要价值，然而目前仍缺乏胸

外科专科的加速康复外科共识与指南[8]，在纳入研

究的 130篇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文献中，有 115篇

为对比试验，占总文献的 88.46％，评价标准涉及住

院天数、住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排气排便时间、

尿管胸管置管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引流量、并发

症等，且大多数实验性研究仅是涉及随机数字表

法，但表达并不严格，也没有明确说明研究对象的

样本量确定方法，缺乏标准化的护理评价体系。

本次研究的文献已经证实，接受快速康复护理

干预措施的病人与传统护理相比住院时间缩短，并

发症减少，但是胸外科手术创伤一般比较大，基础

病也较为严重，病人出院后还是会面临病情变化、

自我护理知识欠缺、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方面的困

扰，而且我国在延续性护理方面做的探索主要集中

在慢性疾病，对恶性肿瘤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研究

刚刚起步[9]，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规范的胸外科延

续性护理方案和体系。

在研究局限方面，因本次研究仅检索纳入国内

文献，没有分析探讨国内外胸外科快速康复护理存

在的差异，关键词检索并人工筛选后纳入研究的文

献量不是很充足，文献质量参差不齐。如何最大化

地受益于患者，促进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仍是该

领域的关键研究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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