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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例胆结石患者围术期的护理体会

陈小丽

（新余市仙女湖区河下镇中心卫生院  江西，新余  338000）

摘要：目的  观察综合护理干预在胆结石手术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我院

行胆结石手术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84%，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9.17%，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4.67%，明显优于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20.83%，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3.26±10.25)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 (82.4±11.6)

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在胆结石手术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明显，可以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患者护理满意度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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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是一种最常见的发生在胆囊内的结石

疾病，年龄偏长的发病率也明显高于年龄偏小的，

女性的发病概率明显高于男性。我国的胆结石发

病受饮食习惯和卫生条件，以胆囊胆固醇结石为

主。我院 2012 年 1 月开始对胆结石手术围手术期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降低

了并发症的发生。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我院行胆

结石手术患者 48 例，男性 26 例，女性 22 例，年

龄 21 岁至 73 岁，平均年龄（48.6±2.9）岁，病程

1 年至 10 年，平均病程（5.6±2.5）年。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病程等资料，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

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围手术期给予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围

手术期给予综合护理干预，主要包括 ：（1）术前

护理 ：①常规护理 ：责任护士准备好手术所需物

品 ；叮嘱患者手术 12 小时前禁食，手术 6 小时前

禁水 ；做好手术前各项常规检查，观察患者的基

本情况和临床症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做好备

皮和尿道管留置等 ；及时叮嘱患者手术注意事项

和手术相关知识，注意翻身方法和呼吸方法，提

高手术成功率。②体位护理 ：责任护理术前指导

患者体位训练，提高患者的耐受力，对于老年患者，

更应该加强体位的培训工作，杜绝术中体位不佳

出现呼吸窘迫等症状。（2）术中护理 ：护理人员

手术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体温、心率和血压等

临床症状，寻找应对措施 ；手术过程中密切关注

患者体位，做好体位护理，确保无其它症状出现。

（3）术后护理 ：①生命体征监测 ：责任护理密切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心率和血压等等；

关注患者腹部情况及黄疸等情况；指导患者深呼吸

及咳嗽。②引流管护理 ：固定好引流管以便通畅

引流，一旦发现堵塞或受压，及时排顺，通常每 3

小时要负压挤压引流管。如发现血块或结石堵塞

引流管且采用 200ml 生理盐水 200ml+ 庆大霉素冲

洗。③手术伤口护理：检查手术切口敷料是否渗液、

渗血，如出现活动性出血，护士应该配合医生更

换伤口敷料，必要时，还应该用缝合帮助患者切

口止血。

1.3 疗效观察与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护

理满意度。

疗效判定 ：①治愈 ：结石彻底消失，腹痛等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结石彻底消失，无复发 ；②

有效 ：结石大部分切除，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复

发次数小于 2 次 ；③无效 ：结石小部分切除，临

床症状无缓解，复发次数超过 3 次。总有效率＝

治愈率 + 有效率。护理满意度按自行设计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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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满卷 100 分，包括护士的服务态度 25

分、专业知识 25 分、沟通效果 25 分和责任心 25 分，

分数越高代表护理满意度高。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采集数据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差

异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差

异采用 χ2  检验 ；当数值 p ＜ 0.05 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84%，明显优于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 79.17%，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4 13(54.17%) 10(41.67%) 1(4.16%) 23(95.84%)

对照组 24 10(41.67%) 9(37.50%) 5(20.83%) 19(79.17%)

χ2 7.526

p <0.05

2.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4.67%，明显优于对

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20.83%，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胆漏 引流管扭曲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24 1(4.17%) / / 1(4.67%)

对照组 24 2(8.33%) 1(4.17%) 2(8.33%) 5(20.83%)

X2 9.825

p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3.26±10.25) 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 (82.4±11.6) 分，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目前较为严重的胆结石通常采用手术治疗方

法治疗，虽然最近几年，普遍采用腹腔镜微创手术，

但手术本身是一定有创伤的。创伤性手术容易引起

患者心理恐惧，过度紧张等症状，不利用手术治疗，

也不利于术后康复。为提高手术的临床效果，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临床上特别重视围手术期护理。

所谓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就是围绕手术前，手术中，

手术后开展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帮助患者克服

心理恐惧。责任护士手术前准备好手术所需物品 ；

叮嘱患者手术 12 小时前禁食，手术 6 小时前禁水；

做好手术前各项常规检查，观察患者的基本情况

和临床症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做好备皮和尿

道管留置等 ；及时叮嘱患者手术注意事项和手术

相关知识，注意翻身方法和呼吸方法，提高手术

成功率。护理人员手术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体

温、心率和血压等临床症状，寻找应对措施 ；手

术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体位，做好体位护理，确

保无其它症状出现。术后护理人员应该经常检查

手术切口敷料是否渗液、渗血，如出现活动性出血，

护士应该配合医生更换伤口敷料，必要时，还应

该用缝合帮助患者切口止血。鼓励患者尽早开展

活动，清醒后就进行胸式呼吸训练，进行有效咳

嗽训练，帮助患开展四肢运动 ；帮助患者制定活

动计划，包括时间、范围和强度等等。

综合护理干预对胆结石手术围手术期的效果

明显，能够有效的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从

院本次护理结果来看，对胆结石手术患者实施围

手术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地减少术中出血量、缩

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患者

护理满意度高，能够促进患者的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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