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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及术后延续护理在胆结石内镜治疗中的应用
效果观察

彭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肝胆外科） 

【摘  要】目的 探讨分析对接受内镜治疗的胆结石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及术后延续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临床研究的开始时
间为 2017 年 9 月，结束时间为 2018 年 9 月。研究对象则是选取在我院接受内镜治疗的 86 例胆结石患者，将全部的患者根据护理干预办法
平均分为常规护理组（n=43 例）以及护理路径组（n=43 例）。前者接受临床常规护理干预，后者则接受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对比两组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护理路径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护理
路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本次临床研究的结果表明，接受内镜治疗的胆
结石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及术后延续护理可以更好的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从而有效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是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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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微创技术的发展，微创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通
过内镜微创治疗胆结石是现在主流治疗手段，能够取得十分显著的
治疗效果。然而，患者在术后很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这就需要给
予患者有效的护理，才可以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使患者对护理更
加的认可[1] 。因此，本次临床研究选取在我院接受内镜治疗的 86
例胆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分析对接受内镜治疗的胆结
石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及术后延续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临床研究的开始时间为 2017 年 9 月，结束时间为 2018 年
9 月。研究对象则是选取在我院接受内镜治疗的 86 例胆结石患者，
将全部的患者根据护理干预办法平均分为常规护理组（n=43 例）以
及护理路径组（n=43 例）。护理路径组患者中的男性 26 例，女性
17 例，年龄区间为 25 到 59 岁，平均年龄为 39.5（s=4. 1）岁；常
规护理组患者中的男性 24 例，女性 19 例，年龄区间为 26 到 60 岁，
平均年龄为 40.3（s=5.1）岁。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可以用做对比实验。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临床常规护理，主要有为患者提供良好的
生活环境，给予患者正确的饮食以及开展常规宣传教育活动等。护
理路径组患者则接受护理路径及术后延续护理，主要包括：第一，
患者入院后，就要对患者开展术前检查，并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
告知患者各种有关的医学知识、手术流程以及各种注意事项，及时
的疏导患者的负面情绪，为患者讲述各种成功的案例，使患者能够
树立对治疗的自信心。第二，术前要做好详细的准备，术中要密切
观察患者，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第三，术后结合患者实际情况，
给予患者合适的药物，为患者提供健康的饮食，指导患者自主开展
伤口护理[2]。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患者的术后，观察和统计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并通过我院自制的调查表调查患者的满意度。患者满意度分为满
意、比较满意以及不满意，总满意率=（满意+比较满意）/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满意度等各种资料经过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资料比中的全部出现的数据都采用
卡方检验，描述用百分比（%）表示，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 P＜0.05，
那么就说明本次研究中数据资料的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护理路径组患者在术后出现感染 1 例、黄疸 3 例，总并发症发
生率为 9.30%；常规护理组患者在术后出现感染 3 例、黄疸 7 例，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27.91%。护理路径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护理路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
对比差异显著，（P＜0.05）。详情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n/(%)] 

组别 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护理路径组 43 18 16 9 79.07 
常规护理组 43 26 15 2 95.35 

/ / / / 4.346 
P / / / / 0.037 

3  讨论 
胆结石属于一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胆道疾病，而导致患者发病

原因有很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过度肥胖、长期不吃早餐以及用药
错误等，患者发病的主要临床症状有恶心呕吐、背部痛以及右上腹
部出现疼痛等，假若患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这种疾病就会迅速转
变为胆囊穿孔以及急性胆囊炎等多种疾病，不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
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还会极大的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而针对这种
疾病，在临床上通常是采用内镜治疗，然而因为内镜治疗有着一定
的局限性，需要对患者进行合适的护理才能够保证治疗效果[3]。 

通过对患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护理模式，能够给予患者更有
针对性的护理，大幅提升护理有效率，能够让患者对疾病有着更加
充分的认识，能够促使患者积极自主的吸收各种健康知识，提高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从而有效的避免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使患者能
够对护理更加的认可，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而本次临床研究的结
果也充分的佐证了这一点：护理路径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
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护理路径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0.05）。 

综上所述，接受内镜治疗的胆结石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及术
后延续护理可以更好的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从而有效提升患者的
满意度，是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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