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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腹外疝患者术后排尿困难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梁
!

颖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普通外科!海南三亚
03%)))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分析腹外疝患者术后排尿困难的原因!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对策&方法
!

对
%)'&

年
3

月至
%)'0

年
3

月期间入住该院进行腹外疝手术的
&R)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造成其术后排尿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比较患者经护理后排尿

情况的改善情况&结果
!

影响患者术后排尿情况的原因主要有麻醉影响%手术操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药物因素%术后舒

适度的影响及心理因素等!各原因之间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

%

)()0

$#实施护理对策后!

&R)

例患者在术后
'

#

&H

内即完成

排尿的比率有
0)())X

!较其他组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
!

影响患者术后排尿情况的原因包括麻醉影响%手术操

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药物因素%术后舒适度的影响及心理因素等!对患者术后实施积极有效的护理对策后!绝大部分患

者都能够在术后
*H

内排尿!对患者改善术后排尿情况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腹外疝#

!

术后#

!

排尿困难#

!

原因分析#

!

护理对策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DEF00

"

%)'*

$

'*D%&&RD)&

!!

体内某个脏器离开其正常解剖部位#通过薄弱区进入另一

部分称为疝#腹腔内的脏器或组织连同腹膜壁层#经腹壁缺损

或薄弱区#向体表突出而形成的包块成为腹外疝'

'

)

+手术治疗

腹外疝常带来术后尿潴留的并发症#患者排尿困难#术后生活

质量较低#因此临床上对腹外疝患者排尿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是非常有必要的'

%

)

+为进一步探讨分析有效的护理对策对腹

外疝术后患者排尿情况的影响#特选取在该院进行腹外疝手术

的
&R)

例患者#对其分析后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3

月至
%)'0

年
3

月期间入住本院进

行腹外疝手术的患者有
&R)

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E*

例#女
RF

例患者#年龄
'F

#

RR

岁#平均年龄$

FE(RRb

'&(3*

&岁#病程
&

个月至
R

年#平均病程$

&()Fb'(%F

&年+所

有患者经过体检及胸部透视等检查后#均确诊为腹外疝#排除

心*肝*肾等严重疾病患者#排除精神神经障碍患者+其中腹股

斜沟疝患者
'ER

例#腹股沟直疝患者
RE

例#股疝患者
FR

例#切

口疝患者
F0

例+按照病理类型分类!易复性疝
&E

例#难复性

疝
'3)

例#嵌顿性疝
R3

例#较窄性疝
RF

例+本组研究通过了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对本组治疗方案均已详细了解#患者

及患者家属均同意治疗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术后护理对策#观察组患

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心理疏导*排尿方式的护理

指导及术后舒适度的改善几方面的护理对策#具体方法如下+

$(/($

!

健康指导及心理疏导
!

护理人员在术前做好对患者疾

病知识的指导#并介绍手术过程#根据患者不同心理状况因人

施教#鼓励患者家属常伴患者左右以消除患者恐惧*焦虑的情

绪#鼓励患者#时刻增强患者自行排尿的信心+

$(/(/

!

麻醉药的控制
!

术前护理人员与手术麻醉师沟通#向

麻醉师详细介绍各患者情况#以方便麻醉师根据患者情况合理

使用麻醉药的种类及用量+此外#本手术麻醉方式为硬膜外锥

麻醉#麻醉师应对该方法熟练掌握+

$(/('

!

排尿方式的护理指导
!

术前护理人员叮嘱患者排尽尿

液#以防止手术期间误伤膀胱%术后护理人员积极指导患者排

尿#首先对患者进行床上排尿知识的指导#并让患者及其家属

加以重视+术前指导患者少食多餐#术后
*H

鼓励排尿+对于

有排尿感的患者#叮嘱患者不宜憋尿#鼓励其对排尿的自我感

觉观察%对于尿意不明显的患者#护理人员触摸其膀胱区#若有

尿则鼓励患者试行排尿%对于采取相应护理对策后#在术后
*H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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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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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排尿的患者#应及时留置尿道管#以免延误腹内疝的恢复#

导致疾病的复发+

$(/(1

!

术后舒适度的改善
!

术后患者卧床时间较长#医护人

员在优化其住院环境的同时#术后当日予以患者舒适的卧床环

境#鼓励患者术后早期呈平卧屈膝位#膝下可垫一软垫#术后加

压沙袋#这样既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还能减轻切口疼痛%术后

第
%

天改为半卧位%传统手术不宜过早下床活动#卧床
&

#

0$

后可以坐起+对于年老体弱或巨大疝患者#医护人员应适当延

长其活动时间#保证其更好的休息#使术后患者感受到舒适+

$(/(2

!

饮食护理
!

患者术前进普食#多饮水#多食蔬菜等富含

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通畅+术前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腹外

疝病理类型为嵌顿性疝及较窄性疝的患者应禁食+术后
*

#

'%H

进食流质或半流质#次日进食软食或普食+

$('

!

观察指标
!

对患者术后造成排尿困难进行分析#主要原

因包括麻醉影响*手术操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术后舒

适度的影响*药物因素及心理因素等#对原因进行积极分析#并

给予相应护理对策#比较护理前后患者排尿情况的改变+腹外

疝手术后排尿困难的标准为术后
*H

仍未有排尿感#或触摸膀

胱处也未有排尿感+

$(1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分析时采用
!4!!'3()

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以
8b5

表示#用
8b5

检验计数资料#用
B

检验比较组

间#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术后排尿困难原因对比情况
!

在本院进行腹外疝手

术并实施相应护理对策的患者有
&R)

例#其中有
FF

例腹外疝

患者在术后出现了排尿困难的并发症#对患者自身原因及护理

中的不当及失误进行积极分析#造成术后排尿困难的原因有麻

醉影响#手术操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药物因素#术后

舒适度的影响#心理因素等#各原因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

&#见表
'

+

表
'

!!

患者术后排尿困难原因对比

原因
(

比例$

X

&

麻醉影响
') %%(3&

手术操作不当
R 'R('R

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
3 '0(E'

药物因素
* '&(*&

术后舒适度的影响
* '&(*F

心理因素
3 '0(E'

/(/

!

患者经相应护理对策后排尿情况
!

经相应护理对策后#

&R)

例患者在术后
'

#

&H

内即完成排尿的比率有
0)())X

#较

其他组别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表
%

!!

患者经相应护理对策后排尿情况

排尿时间
(

发生率$

X

&

术后
'H *% '*(&%

术后
'

#

&H 'E) 0)())

"

术后
&

#

*H RF %%(''

术后
*H FF ''(0R

!!

注!与其他组别比较#

"

!

$

)()0

+

'

!

讨
!!

论

!!

腹外疝是指腹腔内的脏器或组织连同腹膜壁层#经腹壁缺

损或薄弱区#向体表突出而形成病态的包块'

&

)

+造成腹外疝的

病因有腹壁强度降低和腹内压力增高两个因素#对腹外疝的治

疗方法多为传统的手术治疗#但术后患者排尿困难的发生率颇

高#为改善这一现象#该院首先对造成患者术后排尿困难的原

因进行分析#而后采取相应有效的护理对策+

本研究显示#入住该院进行腹外疝手术并实施相应护理对

策的患者有
&R)

例#其中有
FF

例在术后出现了排尿困难的并

发症#对原因进行积极分析后得出#影响患者术后排尿情况的

原因主要有麻醉影响*手术操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药

物因素*术后舒适度的影响和心理因素等'

F

)

+手术操作不当主

要包括麻醉与手术过程中疝结扎切除成功与否'

0

)

%麻醉药及术

后药物对患者的使用不当也是造成术后尿潴留的主要因素%患

者由于焦虑不安的心理常常会影响术后自行排尿的质量'

*D3

)

+

在临床上#医护人员对引起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原因进行积极分

析是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医护人员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实施相应

的处理方案#以减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R

)

+该院根据

造成患者术后排尿困难的原因实施相应的护理对策后#患者术

后排尿困难的情况得以明显改善#可见健康教育*心理疏导*排

尿方式的护理指导及术后舒适度的改善这几个方面的护理对

策对改善患者术后排尿困难症状是十分有效的'

ED')

)

+部分患

者因为心理因素及排尿习惯及术后卧床环境的不适导致术后

尿潴留#此时医护人员根据患者自身情况的不同#实施相应的

护理对策#尽力保证患者术后卧床环境的事宜#指导患者进行

床上排尿#并消除患者术后焦虑恐惧的情绪#时刻增强患者自

行排尿的信心'

''D'&

)

+另外结果还显示#

&R)

例患者均能在术后

*H

内完成自行排尿#其中在术后
'

#

&H

内即完成排尿的比率

有
0)())X

+这与相关护理对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保证患

者预后良好#有效避免了术后留置尿道管给患者带来生活上的

不方便 以 及 精 神 上 的 痛 苦#有 效 提 高 患 者 预 后 的 生 活

质量'

'FD'0

)

+

综上所述#影响患者术后排尿情况的原因包括麻醉影响*

手术操作不当*排尿方式改变的影响*药物因素*术后舒适度的

影响及心理因素等#对患者术后实施健康教育#心理疏导#排尿

方式的护理指导及术后舒适度的改善几方面的护理对策后#绝

大部分患者都能够在术后
*H

内排尿#对患者改善术后排尿情

况有显著的作用+

参考文献

'

'

) 彭清平#刘俊茹#康敏#等
(

优质护理服务结合护理风险管

理教育在血液透析室的应用'

a

)

(

海南医学#

%)'F

#

%0

$

%)

&!

&''&D&''*(

'

%

)

7

1

#<O#?+(4<9G#?9=J9

#

$9;9<"K=#=;:#=$

N

<@

1

=@:K:@I

N

P?"@=#<

L

H

LN

9<;9=:K@= #"@=

1

H9"@$K#?

L

:K:

N

#;K9=;:

'

a

)

(69

N

H<@?/K#?A<#=:

N

?#=;

#

%)'%

#

%3

$

'

&!

&E)RD&E'F(

'

&

) 李秀慧
(

血液透析的风险分析及护理管理对策'

a

)

(

中国

实用护理杂志#

%)''

#

%3

$

'%

&!

03D0R(

'

F

) 贺艳军#王玉玲#李妙根#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肺

动脉高压的风险因素分析'

a

"

5/

)

(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

子版&#

%)'F

#

R

$

'%

&!

%%*FD%%3)(

'

0

) 曹建侠
(

风险管理在血液透析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

a

)

(

河北医学#

%)''

#

'3

$

')

&!

'&RRD'&E'(

'

*

) 袁林#焦莉平#刘小梅#等
(

可调钠透析预防儿童血液透析

急性并发症的研究'

a

)

(

临床儿科杂志#

%)''

#

%E

$

R

&!

3R)D

3RF(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S9$5?K=

!

7P

1

P:;%)'*

!

T@?('&

!

6@('*



'

3

) 李静
(

血液透析护理风险分析与护理对策'

a

)

(

中华现代

护理杂志#

%)'&

#

'E

$

%F

&!

%EEED&)))(

'

R

)

U;9"#$Ka

#

i@?I#

1

H#<K,

#

CK<@@VK+

#

9;#?(\=9M

N

?#K=9$

N

P?D

"@=#<

L

H

LN

9<;9=:K@=K=

N

9<K;@=9#?$K#?

L

:K:#=$H9"@$K#?

L

D

:K:

N

#;K9=;:

'

a

)

(+9G4@<;4=9P"@?

#

%)'%

#

'R

$

'

&!

')D'F(

'

E

) 林亚妹#郭泽丽#陈惠
(

血液透析护理风险分析与管理对

策'

a

)

(

现代预防医学#

%)'%

#

&E

$

%

&!

&F3D&FR(

'

')

)杨娟
(

血液净化中心护理安全管理因素的分析及对策

'

a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R

$

'

&!

3)D3'(

'

''

)甘华#陈凌
(

血液透析用水质量控制与患者远期并发症

'

a

)

(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

#

%'

$

*

&!

0F%D0F&(

'

'%

)娄岩#常晓敏#田淑侠#等
(

老年患者血液透析并发症的原

因分析与治疗现状'

a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0

&!

%ER3D%ERE(

'

'&

)

8K?:@=.

#

-#O<9=J9a(Y"

N

?9"9=;#;K@=@I#I@@;#::9::D

"9=;

N

<@

1

<#"K=#<9

1

K@=#?:#;9??K;9H9"@$K#?

L

:K::9;;K=

1

'

a

)

(5#==;a

#

%)'&

#

%&

$

'

&!

F'DF3(

'

'F

)朱杏儒#赵秀娟#靳学忍#等
(

血液透析过程中急性并发症

的原因分析及预防'

a

)

(

河北医药#

%)''

#

%&

$

&&

&!

&*)3D

&*)R(

'

'0

)汪玫#戴兵#张翼祥#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并发

症及生存分析研究'

a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F

#

&)

$

E

&!

**0D*3)(

$收稿日期!

%)'*D)%D'%

!!

修回日期!

%)'*D)FD%F

&

#

!

通讯作者#

UD"#K?

!

cL

23''

"

'%*(J@"

+

!临床探讨!

样本光照时间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

胡
!

滨!刘春龙!孙慧颖!韩玉霞!陈宝荣#

"北京航天总医院检验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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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样本光照时间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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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F(%%"

1

)

-

%

'0()*"

1

)

-

%

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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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的混合人血清样本用避光管冻存于超低温冰箱&"

%

$按,同步等时法-准备实验室常规工作条

件下光照
)

#

RH

的样本!同时每间隔
'0"K=

用照度计测量光照强度并记录&"

&

$在实施严格避光措施的实验室应用
/@P"#:

参

考方法(

'

+测量各样本的总胆红素含量!观察
RH

内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对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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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当日

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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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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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当天光线最强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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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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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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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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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吸光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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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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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样

本的总胆红素吸光度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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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样本的下降比例分别为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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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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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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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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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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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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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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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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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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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准确!血清总胆红素测量样本在离体后应尽快测定!否则实验室应采

取严格避光或在控光措施保存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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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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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红素测量是临床肝胆疾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

%

)诊治的重要指标#临床已广泛应用数年+近年研究发现血

清总胆红素的降低对动脉粥样硬化'

&

)也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因此#临床迫切需要准确的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

血清胆红素主要来源于人体衰老红细胞破坏后产生的血

红蛋白的衍化'

F

)

+总胆红素包括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和
.

D

胆红素等+既往曾有文献'

0D*

)报道#间接胆红素具有光照分

解的特性*光线照射对胆红素测量结果的影响#但未见避光条

件下测量血清总胆红素用于光照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果影

响的报道+本研究在严格避光条件下采用
/@P"#:

参考方法

测量实验室常规工作条件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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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低*中*高各浓度水平

混合人血清样本总胆红素吸光度下降的百分比#观察样本在实

验室常规工作条件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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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对血清总胆红素测量结

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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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支分

装于避光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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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水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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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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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放入超低温冰箱

保存#使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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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低温冰箱取出复融后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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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外#其他试剂均购自
!K

1

"#

公司+

$('

!

方法

$('($

!

研究样本
!

应用.同步等时法/从超低温冰箱依次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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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台上+

$('(/

!

质控样本
!

以
%)'&

年国际参考实验室室间质评样本

(

)F&%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S9$5?K=

!

7P

1

P:;%)'*

!

T@?('&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