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细胞内线粒体呼吸功能可被提

高#增强
9*M

在缺氧状态下的水平#改善微循环#促

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起到修复治疗神经功能损伤的

作用*

!#

+

(本研究发现#治疗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_

#高于对照组的
++&%%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前两组患者神经传导速度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治疗组神经传导速度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期间治疗组仅出现
!

例神经系统反应#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_

#而对照组出现
%

例胃肠反应)

#

例神经

系统反应)

#

例输液反应)

!

例药物过敏反应#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本组研究结果与张晓坤等*

!#

+研究结果相近(

综上所述#对于
"

型糖尿病出现
ZMX

的患者#采

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治疗可有效提高临床

疗效#提高患者神经传导速度#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

低#临床效果理想#值得推广(但本文研究样本量少#

且仅为本院患者#因此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临

床扩大研究对象人数及地域范围#以明确小牛血去蛋

白提取物注射液对
"

型糖尿病
ZMX

患者的疗效及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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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护理干预对围术期胆石症患者的效果分析

李
!

平!吴章树#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胆石症"

J2

%患者围术期的护理干预措施!分析其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行腹腔镜手术

治疗的
J2

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7$-

%和对照组"

)7$+

%!对照组给予普通基础护理!观

察组给予针对性的术前'术中'术后分期护理&术前'术后评价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术后观察并记录患者相关

临床恢复指标!出院时评价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
J2

患者的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引流管拔

管时间及住院天数均有明显缩短!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

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显著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出院时的护理满意度评分较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分期护理干预可提高
J2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减少术后并发症!改善预后&

关键词"胆石症$

!

腹腔镜手术$

!

分期护理干预

中图法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

"

"'!-

%

"':#!#$:'#

!!

胆石症$

J2

&是一种临床常见的胆道疾病#多由胆 囊结石或肝内外胆管结石引起#包括胆红素结石)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B;L<GJ5C3

!

VA?4;<="'!-

!

W45&!%

!

X4&"'



固醇结石)混合性结石等*

!

+

(当前治疗
J2

最常用的)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外科手术(由于疾病本身

特点)患者机体状态以及医院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

作用#

J2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

"

+

(如何做

好护理干预工作#促进
J2

患者术后迅速恢复#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是值得医护人员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

题(笔者分析了本院针对围术期
J2

患者实施分期护

理干预的临床疗效和具体措施#以期为降低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率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T!"

月行手术

治疗的
J2

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行腹腔镜胆

囊切除取石术
%,

例#行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
#(

例(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中位年龄
%$&(

岁%

对照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中位年龄
%+&"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患者经超声检

查显示胆囊或肝内外胆管结石和$或&内镜逆行胆胰

管造影和$或&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明确诊断为
J2

#

符合手术指征者%$

"

&心)肝)肾功能正常%$

#

&自愿接

受试验观察者(排除标准!$

!

&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

或病理资料不全的患者%$

"

&合并心)脑)肾功能病变

或精神疾病的患者*

#

+

(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对照组实施
J2

患者手术常规护理(观

察组采用有针对性的术前)术中和术后分期护理干

预#具体如下(

$&'&$

!

术前护理干预
!

为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告知

其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及术后不适的应对方法#对患

者进行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
J2

的认知程度#使患者

在积极配合的心理状态下面对疾病%术前除了对患者

实施常规术前检查之外#尚需了解患者的合并基础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手术危险

因素解除护理#如调节血糖)血压水平等*

$

+

%通过饮食

护理加强营养支持#让患者多摄入高维生素)高热量)

高蛋白食物#并做好口腔清洁#以提升患者在手术中

的耐受力%保持病房的清洁和干燥#常通风换气#定期

进行消毒处理和微生物检测(

$&'&/

!

术中护理干预
!

术中监护患者的呼吸)心率)

血压)血氧饱和度等#观察患者的意识变化#判断其所

能耐受的程度%加强手术室管理#增强无菌观念#严格

无菌操作#同时减少无效的传递流程(

$&'&'

!

术后护理干预
!

对患者进行体温护理#密切

监测患者的体温#发生感染的患者常伴有发热症状#

应给予其物理降温处理#若效果不明显则遵医嘱给予

解热药#以缓解机体的不适%对患者进行切口皮肤护

理#及时清洗患者的切口渗出液#渗出液较多者应进

行伤口负压处理#并定期更换敷料#防止伤口感染%指

导患者进行科学的早期功能锻炼#增强机体对的抵抗

力%做好常见并发症的护理#如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

较严重症状时)耐受性较差的患者对疼痛无法忍受

时)引流管脱出或胆汁外漏时)腹腔出血及穿刺孔出

血时#均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

+

%对于术后放

置引流管的患者#确保管道的妥善固定和引流通畅#

加强对管道的无菌保护操作#定期及时更换引流袋并

详细记录引流液的量和质#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医

师进行相应处理#防止胆汁逆流感染%对发生感染患

者的化脓病灶和腹腔引流液定期送检#根据感染病原

菌的种类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合理的抗菌药物

治疗#长期应用广谱抗菌药物的患者需注意继发菌群

失调#一旦发现真菌感染#应及早采取抗真菌治疗措

施%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严防突发状况如低效

性呼吸形态)电解质紊乱)器官衰竭或功能障碍的

发生*

(

+

(

$&1

!

观察指标
!

术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U9U

&和抑

郁自评量表$

UZU

&评价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

+

+

#焦虑

水平分
#

个等级!重度焦虑$

&

+'

!

!''

分&)中度焦虑

$

&

('

!

+'

分&)轻度焦虑$

&

%'

!

('

分&%抑郁水平也

分
#

个等级!重度抑郁$

&

+"

!

!''

分&)中度抑郁$

&

(#

!

+"

分&)轻度抑郁$

&

%#

!

(#

分&(术后观察并记

录患者恢复指标#包括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引流管的

拔管时间)住院天数#及并发症的发生例数等(出院

时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以评价患者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评分越高则表明满意度越高(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MUU!,&'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P.K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C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相关指标比较
!

实施分期护

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引流管拔管

时间以及住院天数有明显缩短#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术后恢复相关指标比较#

P.K

$

组别
)

肠道功能恢复

时间$

@

&

拔管时间$

G

& 住院时间$

G

&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C "&$%- "&'$' #&%##

" '&'!( '&'$$ '&''!

/&/

!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实施分期护

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继发感染)引流管脱落或胆漏)

腹腔出血共出现
$

例$

-&##_

&#与对照组$

"%&%#_

&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B;L<GJ5C3

!

VA?4;<="'!-

!

W45&!%

!

X4&"'



表
"

!!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

继发感染

$

)

&

引流管脱落

或胆漏$

)

&

腹腔出血

$

)

&

并发症

发生率$

_

&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及对护理的满意度情况
!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心理状况均呈现中度焦虑和中度

抑郁状态#术前实施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情绪和

心理紧张程度均有所缓解(观察组的
U9U

)

UZU

评分

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院时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心理状况和护理满意度评分的

!!!

比较#

P.K

'分$

组别
) U9U UZU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C "&!!- "&"#" #&%',

" '&'#+ '&'"- '&''!

'

!

讨
!!

论

!!

腹腔镜手术是目前临床广泛开展的治疗
J2

的主

要方法#具有成功率高)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

点*

-

+

(腹腔镜手术虽属微创手术#但仍是侵入性操

作#所带来的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如电解质紊乱)

消化不良)胆道感染等不容忽视(

J2

患者术后的康

复情况不仅与患者自身的身体素质有关#还与围术期

采用的护理方法有密切关系(临床实践证实#合理的

护理干预方案与临床治疗相辅相成#可提高
J2

手术

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改善预后*

,

+

(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当前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逐渐普及(本研究对
J2

患者采用术前)术中)术后的

分期护理干预#制订了针对围术期各个环节的护理措

施#以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据报道#入院时多数患者

均承受着疾病)心理)经济等多重压力#所伴随的不良

情绪容易导致患者术中或术后出现应激反应#如消化

道出血)压力性溃疡等*

!'

+

(因此#围术期对
J2

患者

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此外#针对
J2

患

者的护理干预措施还包括术前准备)饮食护理)术后

引流管护理)并发症护理)术后锻炼指导等方面*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可缓解

J2

患者的恐惧情绪和心理紧张程度#观察组
U9U

和

UZU

评分较对照组均有明显降低(观察组患者的肠

道功能恢复时间)引流管的拔管时间及住院天数比对

照组患者均缩短#提示分期护理干预可缩短患者疗

程#降低医疗费用#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实施分期

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提示分期护理干预可有效预防患者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后续医

疗费用负担#促进患者尽早康复#同时也提高了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

+

(

综上所述#采用针对
J2

患者临床特点的围术期

分期护理干预措施#对于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与安

全性#提高术后康复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等具有重

要意义(将护理服务与临床治疗有机结合#改善预

后#依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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