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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泌尿系结石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梅 佳 叶 青

民航上海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古北分院 上海 201105

【摘 要】：目的：分析采用优质护理对泌尿系结石患者进行临床干预的价值。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20年 8月-2022年 8
月期间收治的泌尿系结石患者 84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双色球抽取法将其平均分为基础组与干预组，每组 42例。基础组
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组给予优质护理，比较两组的整体护理效果。结果：经过比较两组护理后的满意程度，基础组的护

理有效率为 76.19，干预组为 95.24；对比两组的排石情况、临床症状改善及住院时间，干预组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基础组；
比较两组护理后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基础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26.19，干预组为 7.14另外，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干预组的
护理有效率为 90.48，基础为 71.43，组间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给泌尿系结石患者采用优质护理的临床疗
效确切，可以切实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护理效果，改善临床症状，促进排石，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有助于

患者尽早康复，临床推广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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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the clinical intervention of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basic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by the bicolor extraction method,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basic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the nursing effective rate

of the basic group was 76.19, and tha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95.24;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score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basic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basic group was 26.19, and tha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7.14. In addition,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The nursing effective rat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90.48, and that of the basic group was 71.4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has a definite clinical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effect,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promote stone removal, shorten hospital sta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help patients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as a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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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一种临床比较常见的泌尿科疾病，又称尿

石症，可出现在尿系统的各个位置，通常出现在肾脏部位。

针对其结石出现的具体位置，将其划分成输尿管结石、膀胱

结石、肾结石以及尿道路结石。此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

病急，腰部疼痛剧烈，呈间歇性或持续性的疼痛，顺着输尿

管放射至会阴、髂窝和阴囊等部位；发生脓尿及血尿，难以

顺利排尿或是尿流中断等。倘若结石发生于输尿管，就会持

续阻塞导致肾盂内高压以及肾组织缺氧，可能会引发肾实质

与肾乳头的萎缩，致使肾积水[1]。倘若两侧输尿管梗阻，且

没有获得科学及时的诊治，可能会损伤肾功能，甚至可能会

导致尿毒症。对此，本次实验主要将我院近两年收治的 84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将其平均分成两组，观察

其采用常规护理和优质护理的临床效果，以期给临床研究和

运用提供参考帮助，具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实验方法

1.1 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20年 8月-2022年 8月期间收治的泌尿

系结石患者 84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双色球抽取法将其

平均分为基础组与干预组，每组 42 例。所有患者都产生各

种程度的尿频、尿急以及患侧腰痛等表现，一些患者存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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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发热等症状，都接受影像学检查和超声确诊是泌尿系结

石。入组标准：（1）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2）两侧肾脏

功能较好；（3）首次出现泌尿系结石；（4）知情实验内容

并自愿签署实验同意书。排除标准：（1）对实验不耐受者；

（2）并发肾脏器质性病变者；（3）主要脏器功能严重不全；

（4）凝血功能失常者；（5）基础性病症控制不理想者；（6）

处于妊娠期者；（7）并发严重精神类疾病者；（8）存在交

流或认知功能障碍者；（9）并发恶性肿瘤者。干预组男 22

例，女 20 例，年龄 35-36 岁，平均（35.80±0.49）岁；病

程 1-2 年，平均（1.85±0.17）年；基础组男 21 例，女 21

例，年龄 36-37 岁，平均（36.22±0.51）岁；病程 1-3 年，

平均（2.09±0.16）年；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实验已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认证。

1.2 方法

基础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主要有治疗前基础性护理，

治疗后的健康知识宣教、用药指导、病情观察等。

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主要包括：

（1）建立针对性优质护理方案。严密查看患者的心率、血

压以及呼吸等生命体征，密切监测各项生化检查指标，同时

观察病人的尿液性状、尿量、体征和其他临床表现，和主治

医生进行交流，掌握患者实际状况并确定治疗计划，掌握其

病历资料，建立个性化的优质护理方案。（2）心理疏导。

因为此疾病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身心负担和痛苦，导致其情

绪波动非常大，极易发生烦躁、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并

且严重程度较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导致预后差，对此，护理人员需给予全程化心理护理。患者

接受治疗前，给其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以及安慰，情绪剧烈

波动会导致疼痛加重，护理人员应教会患者缓解自身负性情

绪的有效方式，比如听舒缓音乐、转移注意力等，以此帮助

患者减轻疼痛、稳定情绪，使其积极主动地配合各项治疗和

护理工作。治疗后，应指导患者通过所掌握的缓解情绪方式

来分散自己对疾病的关注度，使其以良好愉悦的心态面对疾

病治疗。鼓励患者多和家属、朋友交流，根据其学历水平、

接受能力等进行正面鼓励，从而促进结石早日彻底排出。（3）

疼痛护理。辅助患者取舒适、正确的体位，以此减轻疼痛程

度；查看其疼痛状况，如发现异常应第一时间告知主治医师，

若患者疼痛剧烈，可根据医嘱提供止痛药，防止其不适感加

重。患者排尿期间，护理人员应引导患者转变体位，选取疼

痛感较轻的体位。通过播放舒缓音乐等方法，来使患者疼痛

程度得到减轻。（4）健康知识宣教。给患者与家属详细讲

解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因素、治疗方式、排石状况和注意事项，

引导其多观察排石状况并第一时间报告给主治医师，以便对

临床疗效进行精准评估。引导患者合理改进生活习惯，最大

程度控制结石复发，指导其忌烟酒，减少对高蛋白质、肉类

食物的摄入，多喝水，若身体有不适感应第一时间联系主治

医师并到医院复诊。（5）促排石干预。护理人员应定叮嘱

患者每天多喝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促进结石尽早彻底

排出。督促患者开展适量锻炼，比如单脚跳等，促使结石能

够更顺利地排出。帮助并鼓励患者克服疼痛，不可憋尿，有

尿意应及时排出，防止结石淤积。给患者介绍本院成功治愈

的相似案例，通过真实事件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从而更

加积极主动地配合各项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使结石尽快排

出，同时将结石收集起来，认真分析比较术前资料，评估排

结石出进展。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效果

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效果评估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

临床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护理效果主要包括显效、有效和无

效 3个标准。显效：患者结石基本彻底排出，同时出院之后

没有出现复发状况；有效：患者结石生基本彻底排出，但是

出院之后有复方状况；无效：患者结石少量排出，同时出院

之后疾病大量复发。护理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3.2 并发症发生率

通过我院自制的护理效果评价表，详细记录两组患者护

理后出现肾绞痛、血尿、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的状况，并且

由本院专业医护人员进行综合评估。并发症发生率=（肾绞

痛+血尿+泌尿系感）/总例数*100%。

1.3.3 护理满意度

通过泌尿系结石临床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患者出院当

天由责任护士对其进行发放，并对所有患者护理后的满意程

度进行综合评价，此问卷内容主要有排石护理、心理疏导、

健康宣教、疼痛护理等，总分值为 86 分，65-86 分是非常满

意，40-64 分为基本满意，39 分或以下为不满意。护理满意

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2]。

1.3.4 排石情况、临床症状和住院时间

由本院专业医务人员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排

石状况、临床症状和住院时间；通过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

对所有患者排石期间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此量表分值为

0-2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疼痛程度越高，0分表示无痛。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0 软件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用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x2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有效率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临床效果，干预组的护理有

效率显著高于基础组（P＜0.05），详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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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有效率的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干预组 42 17 23 2 95.24%

基础组 42 10 22 10 76.19%

x2 / / / / 6.222

P / / / / 0.013

2.2 护理满意度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程度，干预组的护理满

意度明显高于基础组（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

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干预组 42 16 22 4 90.48%

基础组 42 9 21 12 71.43%

x2 / / / / 4.941

P / / / / 0.026

2.3 并发症发生率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干预组的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基础组（P＜0.05），详情见表 3：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n，%）

组别 n 肾绞痛 血尿 泌尿系感 发生率

干预组 42 0 2 1 7.14%

基础组 42 3 5 3 26.19%

x2 / / / / 5.486

P / / / / 0.019

2.4 排石状况、临床症状改善和住院时间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排石状况、临床症状改善情

况和住院时间，干预组的各项评分均显著优于基础组（P＜

0.05），详情见表 4：

表 4 两组排石状况、临床症状改善和住院时间的比较[n（x�
±s）]

组

别
n

排石疼痛

程度评分

结石完全

排出时间

临床症状

完全消退

时间

住院时间

干

预

组

4

2

3.86±

2.02
9.73±2.34

3.31±

1.10

2.31±

1.05

基

础

组

4

2

6.14±

1.63

11.87±

3.41

5.76±

1.42

3.43±

1.14

t / 5.693 3.312 8.841 4.683

p / 0.000 0.001 0.000 0.000

3 讨论

临床上，泌尿系结石属于一种较为常见的结石种类，当

中发生率高的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等，患者可能会发生

排尿疼痛、肾绞痛等情况，需尽早到医院接受对症治疗[3]。

当前临床中治疗泌尿系结石以钦激光碎石术、体外冲击、气

压弹道碎石术为主，能够切实高效的排石、碎石，治疗效果

相对理想，但是依旧需要科学可行的护理干预。近几年，有

关泌尿系结石的文献资料显示，在临床治疗泌尿系结石中采

用优质护理效果确切，有力促进患者尽早康复。

优质护理属于一种在时代发展下产生的新型护理方式，

是把“以患者为主体”的护理观念以及人文关怀引入到个性

化护理服务当中，实行扁平化管理，将护理责任落实到个人，

给患者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积极创新护理干预形式，全

方位实行护理职责，开展职位管理，给患者提供更加全面、

持续、优质的专业化护理服务，促使护理工作与患者、临床

和社会各方面都更加贴近。泌尿系结石的临床发生率较高，

其在不同年级段的群体中都有发生，患者出现此疾病之后常

见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腰腹部绞痛、血尿等症状，极易致

使其生存质量降低。临床治疗泌尿系结石患者的过程中，需

要根据其具体状况提供抗感染、止痛、预防肾功能损伤等对

症治疗方式，之后针对患者疾病发生的因素以及结石成分，

选用合理可行的治疗方案，从而更加顺利、彻底的清除结石。

但是相关临床研究显示，患者治疗之后极易产生复发状况，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本次实验主要给我院近两年接收的泌尿系结石患者分

别采用常规护理和优质护理，对比两组的整体护理效果。实

验结果显示，干预组的护理满意度、护理效果、排石状况和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均优于基础组，并发症的发生少于基础组，

并且住院时间也比较基础组短，这表示给此类患者采用优质

护理措施临床效果确切，对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轻疼痛程

度、提高生存质量、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上的实验内容可知，使用优质护理对泌尿系结石

患者进行临床干预，能够切实提高排石效果，缓解疼痛程度，

同时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提高护理满意程度，有助于

患者尽早恢复健康，可以在临床上进行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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