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等部位的感染'

"

(

)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其产生

的糖萼和荚膜多糖可增强细菌与外来物质的黏附作

用#或在外来物质表面产生一种生物膜而保护细菌不

被清除'

E

(

)

P-#

曾被认为不具有致病性#但近年来#

临床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均证实该菌群多数是条件致

病菌#并上升为医院血流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不

能轻易判定为污染所致'

!*

(

)表
&

结果显示#头状葡萄

球菌在血流感染出现的患者中多属于免疫力较低者#

本为条件致病菌的菌属有可能在这类人群中变为疾

病的致病菌#故在临床治疗中不能忽视)

P-#

感染如表皮葡萄球菌*人型葡萄球菌*溶血

葡萄球菌都被认为是新的重要病原体#且已成为耐苯

唑西林$耐药率超过
;*e

&和多重耐药的病原体'

!!

(

)

P-#

耐药率日趋严重#其在临床中的研究较多#但单

纯的头状葡萄球菌的研究却很少)针对单一菌种的

研究能更好地掌握其致病特性#有利于指导临床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避免由于不合理应用而造成条件致病

菌更多地变成致病菌#减少多重耐药菌的产生#有效

控制临床感染#减轻患者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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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对胆囊手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康
!

娜!李候艳#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外科
!

+!E***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对胆囊手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胆囊手术患

者随机分为
&

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普外科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使用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

性护理%比较
&

组疼痛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康复相关时间指标%结果
!

观察组术后
!

&

'>

时疼痛程度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观察组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

%

*(*3

$%观察组胆瘘&排尿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加&腹胀等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结论
!

胆囊

手术患者实施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缩短康复时间!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胆囊手术#

!

循证医学#

!

并发症#

!

疼痛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33

"

&*!E

$

*!?*!!!?*'

!!

目前胆囊结石手术以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一微

创疗法为主#该术式痛苦轻*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因

此在临床的应用逐渐增加'

!?&

(

)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适应证的不断放宽#手术难度有所增加#其术后并发

症问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

(

)并发症不仅

增加患者痛苦#还影响其康复速度#造成医疗资源的

不必要浪费#因此采取有效护理措施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意义重大'

)?3

(

)本研究以患者术后疼痛及并发症为

重点#采用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有效减少了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胆囊手术患者)纳入标准!确诊胆囊

结石#保守治疗无效%胆囊结石直径高于
*(3JK

)排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C41>P6AB

!

,1J1KC12&*!E

!

ZF6(!;

!

-F(!



除标准!无手术适应证%合并心肝肾等严重功能障碍%

合并精神疾病等)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知

情同意后#随机分为
&

组#各
))

例)对照组男
&;

例#

女
!"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3f&(!)

&岁)观

察组 男
&+

例#女
!+

例%年 龄
3'

!

+3

岁#平 均

$

;*()!f&(&+

&岁)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组患者由同一组医师展开手术#镇痛方

法一样)

$(/($

!

对照组采用常规普外科护理
!

护士根据护理

经验观察病情#指导用药#指导饮食#给予心理疏导)

$(/(/

!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使用以循证为基础

的针对性护理
!

$

!

&提出问题!组织观察组护士集思

广益#共同探讨胆囊手术患者术后护理的常见问题)

通过小组讨论#最终确定,术后疼痛-,术后并发症-为

本研究的护理重点)$

&

&循证支持!由护士长带领
&

名资深护士#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

数字资源上#以,胆囊手术-,术后疼痛-,术后并发症-

为关键词#搜索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经过筛选#选取

&!

篇文献#并对其护理方法*护理效果等进行总结)

结合已有护理经验#征询专家意见#制订出符合该院

护理实际的针对性护理方案)$

'

&针对性护理方案的

实施!

+

疼痛情况评估)在术后当日了解患者对疼痛

的反应#分析痛因是创口疼痛还是牵涉疼痛#根据查

阅的文献实施针对性疼痛护理)如创口疼痛重点加

强创口护理#说明疼痛发生机制#引导患者通过冥想*

转移注意力*听音乐等方法提高对疼痛的耐受程度)

对于牵涉疼痛#嘱咐在活动时避免牵拉到创口#协助

采取舒适体位#并协助不断更换体位)

,

转移注意

力!根据患者喜好*疼痛护理需求#指导患者采取适当

方法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如为患者提供报纸或书

刊#每日听音乐或播放电视节目等)护士每日询问患

者对疼痛的感受#并说明下一步采取的镇痛方法#让

患者做好心理准备)

-

心理干预!以同理心表达自己

对患者的理解*同情和支持#鼓励患者振作起来#战胜

疼痛与疾病)详细讲解术后尽早下床活动对康复的

意义#鼓励患者在病情允许时克服疼痛尽早锻炼#预

防并发症)

.

创建交流平台!建立微信群#让患者扫

码加入)鼓励患者在群中交流自身疼痛感受#分享手

术体验和康复情况#和病友互相鼓励)护士在群中引

导患者积极思考#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和治疗#并

鼓励心态积极的患者经常主动发言)

0

并发症预防!

根据循证结果与总结临床护理经验#将患者常见术后

并发症及预防方法总结出来#印刷成知识手册发放给

患者#提醒患者注意)同时护士加强并发症预防)恶

心呕吐!查阅文献寻找术后恶心*呕吐常见诱因#嘱咐

患者注意避免)当出现呕吐时向一侧偏头#将呕吐物

及时清除#预防吸入性肺炎或窒息的发生#并对患者

呕吐物的颜色及形状*呕吐次数做好记录)呼吸道分

泌物增加!耐心讲解戒烟*戒酒的意义#嘱咐家属给予

监督#帮助患者成功戒烟*戒酒#加强口腔护理#为患

者及时展开胸部
9

线复查#结合分泌物培养情况选取

敏感抗菌药物治疗#预防全身感染)术后出血!密切

监测穿刺处有无渗液或渗血等#对引流液的性质*量*

颜色详细记录#保证引流管通畅#密切观察患者神志

与生命体征#出现脉搏加快*血压下降时#查血常规预

防内出血#并向主管医师及时报告)排尿困难!术后

给予排尿指导#将床头抬高并对下腹部热敷#如有必

要嘱咐尽早导尿)腹胀!指导患者尽早下床活动#并

在床上尽量变化体位#促使胃肠蠕动#预防肠粘连)

胆瘘!嘱咐多休息#不要剧烈咳嗽#密切观察引流管有

无胆汁样液体流出)

$('

!

观察指标
!

$

!

&在术后即刻*术后
!>

及
'>

时#

分别以视觉模拟评分法$

Z.#

&评估疼痛程度#分值越

高表明疼痛越严重'

;

(

)$

&

&记录
&

组肛门排气时间*

肠鸣音恢复时间*住院时间)$

'

&记录
&

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包括胆瘘*排尿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

加*腹胀等)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Lf;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

验)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疼痛程度结果比较
!

&

组术

后即刻
Z.#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术后
!

*

'>

时#观察组
Z.#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

!

%

*(*3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
Z.#

评分结果比较#

Lf;

)分$

组别 例数$

)

& 术后即刻 术后
!>

术后
'>

对照组
)) 3(;'f!(*& 3(!;f*("3 '(&!f*(+*

观察组
)) 3(;3f!(*) )(&'f*(+) !(E"f*(&3

< *(*E! 3()+) !*(E++

! *();) *(*** *(***

/(/

!

&

组患者术后各指标恢复时间结果比较
!

观察

组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

于对照组$

!

%

*(*3

&)见表
&

)

/('

!

&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结果比较
!

&

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包括胆瘘*排尿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加*腹

胀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术后各指标恢复时间结果比较#

Lf;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C41>P6AB

!

,1J1KC1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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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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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

)

&

肛门排气时间

$

I

&

肠鸣音恢复

时间$

I

&

住院时间

$

>

&

对照组
)) '*(!3f'(); !&(!Ef&(*' )("'f!(*&

观察组
)) &3(!"f&(+3 E(!3f!(+; '(!+f!(*&

< +()3E +(3*3 +(;''

! *(*** *(*** *(***

表
'

!!

&

组术后并发症结果比较&

)

#

e

$(

组别
例数

$

)

&

胆瘘 排尿困难
呼吸道

分泌物增加
腹胀

对照组
)) 3

$

!!(';

&

"

$

!"(!"

&

E

$

&*()3

&

!*

$

&&(+'

&

观察组
)) *

$

*(**

&

!

$

&(&+

&

&

$

)(33

&

&

$

)(33

&

!

&

3('*! )()3; 3(*E! ;(!+3

! *(*&! *(*'3 *(*&) *(*!'

'

!

讨
!!

论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虽然属于微创手术#机体创伤

较小#但仍可给患者的生理与心理造成一定的损伤#

引发术后疼痛*并发症等问题'

+?"

(

)因此对此类患者

应加强并发症预防与疼痛干预#减轻不适程度促进预

后的改善'

E

(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常规护理具有一定的盲目

性#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

(

)本研究尝试以循证为基础

实施针对性护理)循证支持是将实践经验和科研结

论结合起来的护理方法#可促使临床护理工作获取需

要的研究证据#保证了护理工作开展的科学性*合理

性与有效性)在此基础上#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开针对性护理#可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的针对性#

使患者的护理需求得到满足'

!!?!&

(

)在应用中#首先需

要提出重要护理问题#并循证支持#在分析已有护理

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先进护理经验#为护理计划的制

订提供依据'

!'?!)

(

)如疼痛护理#首先评估患者疼痛程

度并分析病因#给予针对性干预%对并发症应分析其

常见并发症#将相关知识印刷成手册便于患者学习#

同时护理人员根据经验和已有研究成果实施预防处

理措施)经过一系列护理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胆瘘*排尿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加*腹胀等发生

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可见观察组护理方

法确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另外#观察组术后
!

*

'>

时

疼痛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疼痛评分

是表明因为疼痛程度对于患者尽早下床活动及康复

锻炼的积极性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对并发症的预防影

响甚大'

!3

(

)另外#观察组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

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

%

*(*3

&#提示观

察组患者术后恢复速度更快)

综上所述#为胆囊手术患者实施以循证为基础的

针对性护理#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缩短机体康

复时间#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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