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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对输尿管软镜碎石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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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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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

手术室(

$+

护理部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对输尿管软镜碎石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

采用便利抽样法

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选择
%##

例输尿管软镜碎石择期手术患者$为避免沾染效应!将
$#%-

年
%b-

月住院

的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

$#%-

年
0b%$

月住院的手术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手术室传统护理模式!观察

组在手术室传统护理模式的基础上实施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收集&比较两组患者状态焦虑及满意度指标$

结果
!

观察组患者术前
%=

&术后第
$

天状态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

察组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手术室临床

护理路径有利于减轻输尿管软镜碎石患者术前及术后焦虑程度!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推

广使用$

关键词"输尿管软镜碎石术(

!

焦虑(

!

临床护理路径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201#*

!!

临床护理路径$

OQK

%是针对特定疾病的一套最

佳的标准化护理工作管理模式)

%1$

*

'它由医护人员制

订#以目标+方式及效果评价为横轴#以固定的时间为

一个周期#详细制订出每个周期具体的工作'手术作

为一种特殊应激源#往往会导致患者产生较强的生理

与心理应激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神经+

内分泌的调节及心理功能的改变#干扰手术的实施及

术后恢复等)

*

*

'本研究探讨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在

输尿管软镜碎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
%##

例输尿管

软镜碎石择期手术患者'为避免沾染效应#将
$#%-

年
%b-

月住院的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

$#%-

年
0b

%$

月住院的手术患者作为观察组#每组
"#

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见表
%

'经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家庭支持态度+个人

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以及是否具有手术经历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基线

可比性'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

$

!

性别 男
** $2 %+#" #+*#"

女
%0 $$

年龄$岁%

$

!" %$ .

!"

#

". %2 $$ #+2"!#+-"$

'

-# $# %.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 %+$"!#+"*!

高中
%# %!

续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

$

!

大专及以上
%" %-

职业 农民
$# $* #+*." #+2$%

工人
%- %"

干部$包括医生+教师%

%! %$

婚姻状况 有配偶有子女
*2 !% #+2!0 #+-""

无配偶无子女
2 0

无配偶有子女
! $

家庭支持状况 支持
!$ !" %+!*0 #+!22

适当
0 "

过度
% #

月收入$元%

$

%### %! %$ %+"*2 #+!-*

%###

#

$### - *

#

$### *# *"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自费
2 %% %+-* #+!!*

医保
$$ %-

新农合
$# $*

手术经历 有
" 2 #+0.- #+*0$

无
!" !$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年龄
'

%2

岁&$

$

%输尿管软镜

碎石择期手术患者&$

*

%无严重并发症&$

!

%意识清楚#

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

%同意参与研究'

$+/+/

!

排除标准
!

$

%

%输尿管软镜碎石急症手术患

者&$

$

%存在沟通障碍患者&$

*

%近
%

周服用抗焦虑药+

(

0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镇静药患者&$

!

%存在严重并发症&$

"

%不愿参与研究

患者'

$+'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手术室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组在手术室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实施手术室临床

护理路径'按照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分别在手术前

%=

+术前
*#

#

-#&'(

+术中+手术结束+术后
%=

+术后

$=

共
-

个时间段落实相应手术室护理工作计划'术

前
%=

#手术室专职护士对手术患者进行术前评估和

术前访视'专职护士根据手术患者术前评估表评估

患者的个人信息+身体状况+健康史+药物应用+辅助

检查结果+手术一般信息+患者对手术的了解程度+心

理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术前访视时专职护士详细讲

解术前相关注意事项#根据手术患者术前宣教表#图

文并茂地介绍手术室环境信息+手术室流程信息及介

绍感觉不舒适信息#同时予以相关心理支持信息'制

作手术室术前宣教与患者入手术室流程视频于病房

入院接待处循环播放#增强术前宣教效果'手术当天

实行手术室全程,无缝隙-护理服务'接患者入手术

室前由手术室护士电话通知病房护士#首台手术患者

由手术室护士到病房与护士交接后将患者送入手术

室&接台手术患者由病房护士将手术患者送入手术室

与手术室护士交接'患者入手术室后进入手术患者

等候区#高年资护士专人护理'根据患者手术要求建

立静脉通路#结合术前
%=

状态焦虑做好心理护理'

巡回护士再次查对患者相关信息后将患者推入手术

间#进入手术间后向患者介绍手术间仪器设备#解释

安全性约束的目的#手术体位摆放注意事项等'同时

做好心理疏导#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协助麻醉医生

做好麻醉相关护理'入手术间后巡回护士选择患者

手术进程,术前准备中-#结合患者术前评估结果做好

皮肤+体温保护'术中巡回护士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

体征#准确记录患者术中情况#如有异常及时告知医

生#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手术顺利进行#选择患者

手术进程,手术进行中-'手术结束#手术医生+麻醉

医生及巡回护士一起将患者送入麻醉恢复室#同时与

恢复室工作人员做好交接#手术医生向家属交代手术

情况'巡回护士选择患者手术进程,手术结束将患者

送入麻醉恢复室-'术后第
%

天手术室专职护士进行

术后访视#评估患者术后疼痛+睡眠情况&向患者"家

属解释管道作用#观察尿液"引流液的颜色+性质+量&

指导患者大量饮温开水#以达到自然冲洗尿道的目

的'与患者有效沟通#严格落实病房护士,术后宣教-

内容#增强自信心'术后第
$

天#手术室专职护士再

次评估患者疼痛+睡眠及尿液情况&同时调查患者状

态焦虑及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

$+1

!

观察指标
!

调查两组患者状态焦虑及对手术室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2

!

调查方法与评价标准

$+2+$

!

焦虑评估
!

状态
1

特质焦虑问卷包括状态焦虑

量表和特质焦虑量表'专职访视护士应用状态焦虑

问卷分别在术前
%=

+术后第
$

天调查手术患者状态

焦虑状况'状态焦虑问卷合计
$#

题#采用
%

#

!

级评

分#

%

分表示完全没有#

$

分表示有些焦虑#

*

分表示中

等程度焦虑#

!

分表示非常明显焦虑&最小值为
$#

分#

最大值为
2#

分'分数越高#状态焦虑水平越高'

$+2+/

!

满意度调查
!

专职访视护士于术后第
$

天调

查手术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满意度评

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总满意度
l

$非常满

意例数
j

满意例数%"总例数
m%##V

)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KII%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用
AT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l#+#"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手术患者焦虑状况
!

观察组患者术前
%=

+术后

第
$

天状态焦虑得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焦虑分值比较#

AT8

$分&

项目
&

术前
%=

术后第
$

天

对照组
"# !#+2*T%%+-2

"

*0+$.T.+%.

观察组
"# *!+--T.+0- *%+.!T2+.*

4 $+20 $+.-

! #+##" #+##!

/+/

!

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

观察组患者

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

V

&)

项目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2#+#

%

观察组
"# *$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讨
!!

论

!!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是指软镜通过尿道+膀胱逆行

进入输尿管腔+肾盂肾盏#并配合激光诊治上尿路疾

病的一种手术方式#安全有效#创伤小#并发症少#已

广泛应用于上尿路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成为泌尿外科

的一项常规诊疗技术)

"

*

'上尿路结石患者发病后临

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肋脊角+腹部+腰部持续性或阵发

性钝痛及绞痛#病情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肾绞痛#

并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这些症状将严重影响患者

的舒适度'研究表明#焦虑与舒适度存在显著性负相

关'同时#对患者而言#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心理#手术

都是一种强烈的应激源'大部分手术患者术前会出

(

2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现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长期的负性心理会给患者

带来诸多不利#如免疫力和抵抗力下降#影响患者疾

病恢复等)

-

*

'临床护理路径作为标准化的护理工作

管理模式#通过减少无效服务项目#降低住院或服务

的时间#同时减少护理工作的失误+重复和拖拉#在一

定程度上加强护患交流#改善护患关系)

$

*

'

手术室结合临床护理路径与实际工作流程制订

了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分别在手术前
%=

+术前
*#

#

-#&'(

+术中+手术结束+术后
%=

+术后
$=

共
-

个时

间段落实相应手术室护理工作计划'术前访视是手

术室的常规工作'研究指出#开展术前访视有助于缓

解患者对手术的焦虑+担忧#有利于增加患者对手术

的认知程度)

012

*

'因此#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将手术

前
%=

的术前访视作为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重点#将

术前访视分为术前评估与术前宣教两个部分'为了

增强术前宣教效果#手术室特制作术前宣教与患者入

手术室流程视频于病房循环播放#同时发放专科术前

访视单#强调专科手术注意事项与配合要点'手术当

天#巡回护士结合术前评估结果落实常规性和个体性

工作计划'在很多研究中都有提及#手术室护士的术

前访视是保证医院护理服务质量#改善患者满意度的

重要因素'手术室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加强了与手

术患者的沟通+交流#及时解答了患者的疑问'同时

通过术前
%=

的评估及时了解到患者的心理状况#对

于后续临床护理路径的实施具有指引作用'

本研究在输尿管软镜碎石患者中实施手术室临

床护理路径效果良好#缓解了患者的焦虑状况#同时

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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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健康男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与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马红英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怀柔地区健康男性的年龄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KI/

#水平之间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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