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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從縱貫面探討一位有冠狀動脈心臟疾病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的護理經

驗，筆者於96年1月3日至96年1月24日期間以觀察、會談、查閱病歷、直接護理等方式及運

用紐曼理論模式進行完整性護理評估，確立護理問題為在加護病房期有焦慮、急性疼痛，

在普通病房期有活動無耐力，在出院居家期有知識缺失等護理問題。筆者藉由良好的護病

關係，提供個案術前護理指導及術後注意事項，減輕住院期間的焦慮及壓力的調適，以正

向態度面對此重大手術；於術後嚴密監測生命徵象，給予緩解疼痛及活動無耐力等相關護

理處置，針對傷口照護、飲食指導、運動、用藥等居家生活自我照護注意事項，提供個別

性的護理指導，轉出加護病房持續追蹤，個案能在活動耐受範圍內執行穿衣服、刷牙、洗

臉、進食等日常活動，出院後調整飲食習慣且養成規則運動習慣，以提升手術後之生活品

質，並回復工作崗位上，期盼藉由此篇護理經驗提供日後照護類似個案之護理人員參考及

分享。

關鍵詞：冠狀動脈疾病、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心臟手術後護理。

前　　言

根據衛生署於民國九十六年針對台灣地

區人口主要死亡原因的統計發現，心臟血管疾

病佔十大死因第三位，而每年死於此疾病的人

數高達13,003人（行政院衛生署，2008），其

中又以冠狀動脈阻塞引起之缺血性心臟疾病最

常見，嚴重危害國人的健康。隨著醫學知識及

技術進展，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為冠狀動脈血管疾病標準

治療，雖然救治許多病人，但術後身體症狀困

擾、身體功能之改變等，均是最困擾病人，

並影響其身、心復原的事項(Hassan, Smith, ＆ 

Engel, 2006)，根據林和戈(2004）指出在手術

前後住院過程，若能克服術前的焦慮、緊張並

提供手術相關資訊及護理指導，則有助於手術

後心理及生理層面的恢復。

本個案罹患冠狀動脈疾病、高血壓、糖

尿病等多種慢性病的病人，術前除了面對突發

而來的疾病及經歷手術前壓力，會有心理調

適、焦慮及無助等情緒，術後除了嚴重的傷口

不適，因誤認傷口疼痛為胸痛使其退縮不敢活

動，肺部功能有下降情形，使個案有活動無耐

力的護理問題，因應可能出現的合併症，個案

返家後仍需要傷口照護、飲食指導、運動等日

常生活注意事項，因此引發筆者寫本文的動

機，協助個案面對疾病、克服焦慮，提供個案

個別性的護理計畫及護理指導，出院後定期探

訪追蹤個案術後的恢復狀況，協助重新回到日

從縱貫面探討一位行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病人之護理經驗

蔡雨純　顏淑華＊　施惠玲＊

國軍桃園總醫院副護理長　*國軍桃園總醫院護理長

受文日期：97年8月8日　　接受刊載：98年3月6日

通訊作者地址：顏淑華　　32551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168號

電　　話：（03）479-9595轉32592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ursing care of a 70-year-old patient who received emergency 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 Nursing assessment used Gordon 11 functional health patterns through direct 

care, observation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A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care plan outlined the following 

health problems: (1) reduced cardiac output, (2) lack of knowledge, and (3) increased anxiety. The patient’s 

anxiety related to lack of knowledge of both medical management and post-procedure self-care. Health 

teaching included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s of cardiac pacemaker, post-procedure home care,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e interventions demonstrated success in easing the patient's doubts about 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 and improving post-procedur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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