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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研 究

体外冲击波与内镜手术治疗泌尿系结石临床疗效分析
唐　旭

（重庆市城口县葛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　404100）

【摘　要】目的：观察体外冲击波与内镜手术治疗泌尿系结石的效果。方法：从本院收治的行手术治疗的泌尿系结石患者中
抽出 60 例开展本次研究，对其临床资料施以回顾，按治疗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其中 30 例对照组用体外冲击波治疗，
30 例实验组用体外冲击波联合内镜手术治疗，就 2 组治疗效果、并发症施以对比分析。结果：治疗效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较
高（P ＜ 0.05）；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较少（P ＜ 0.05）。结论：在泌尿系结石患者治疗中，为了提升疗效，特
应用体外冲击波及内镜手术治疗，可取得显著效果，且可以减少并发症，值得临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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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节点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将在我院手术治

疗的泌尿系结石患者当中抽出 60 例作为观察对象，按治疗方

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 19 例男、11 例

女；年龄 32~69（46.01±4.11）岁。实验组 20例男、10例女；

年龄34~66（47.12±4.88）岁。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研究可比。

纳入标准：经检查确诊为泌尿系结石者；患者知情，并签

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精神障碍者；不能正常沟通及交流者。

1.2 方法

对照组用体外冲击波治疗，治疗时保持舒适的体位，行超

声检查，之后开展体外冲击波治疗，并在治疗中，做好置管处理，

并以输尿管为主，配合抗感染干预，以此来稳定病情。基于此，

实验组增加内镜手术治疗，即在手术前做好药敏与常规检查，

并在手术前 3h注射抗生素，手术前 12h 要求患者禁食、禁水，

手术后做好相应的抗感染、并发症预防处理，记录好手术后的

相关症状，对治疗的效果进行定时观察。

1.3 观察指标

对比治疗效果、并发症。

治疗效果判定标准：结石全部消除为显效；结石有所改善

为有效；结石没有变化为无效[3]。100%-无效率，属于治疗效果。

并发症：血尿、感染、疼痛。

1.4 统计学方法

用（ x s±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对比开展t检验；用[n/（%）]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对比开展 2χ 检验，所有数据用 SPSS25.0 软

件处理，统计学有意义以 P＜ 0.05 表示。

2 结果

2.1 比较治疗效果

实验组治疗效果96.7%，包括21例显效、8例有效、1例无效；

对照组治疗效果 76.7%，包括 12例显效、11例有效、7例无效，

组间对比，P<0.05。

2.2 比较并发症

并发症发生率：实验组 6.7% 低于对照组 26.7%，P<0.05，

见表 1。

表 1比较并发症 [n(%)]

组别 n 血尿 感染 疼痛 发生率
实验组 30 0(0) 1(3.3) 1(3.3) 2(6.7)
对照组 30 2(6.7) 3(10.0) 3(10.0) 8(26.7)

X2 -- -- -- -- 4.3200
P -- -- -- -- 0.0377

　　3 讨论

泌尿系结石属于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且发

病原因不同，分析此情况，需要对病因做出相应的识别，并根

据相关病因，采用有效的治疗方案，以此来改善临床症状，提

升疗效 [4]。目前，经体外冲击波、内镜手术治疗泌尿系结石，

以上两种方案均可以改善症状，但因治疗方案不同，故效果不

同。对于泌尿系结石患者而言，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可以提

升治疗、预后效果，只有实施了有效的治疗方案，才能满足患

者的治疗需求，才能实现治疗的目的。实践表明，泌尿系结石

采用体外冲击波、内镜手术联合治疗方案，有显著的疗效。同

时联合治疗后，还能减少并发症。

本研究示：治疗效果相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而并发症发

生相比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 ＜ 0.05。目前人们对手术治疗技

术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对手术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其中体外冲击波治疗可以精准的做到手术定位，

提升碎石质量与稳定性，但此方法需要借助 B 超来明确结石的

位置，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讲，此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

体外冲击波治疗是有杉瞬间放电的形式，将电能转变为光能，

通过水介质的相关形式，实现碎石能量，将结石粉碎，故此方

法属于微创治疗方案，对结石较小的患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效果，

但如结石较大，需要反复开展治疗，此时会对输尿管产生一定

的损伤，增加痛苦 [5]。此外，内镜治疗效果更佳，疼痛感更低，

在小结石治疗中，清除率较高，且不需要进行反复开展。内镜

手术是在内镜的作用下，对结石先加以分析，以此来提升结石

的准确率，预防反复碎石的出现，有助于抑制创伤的出现，且

还能减轻疼痛感。以上两种治疗方案相结合，即先用体外冲击

波干预，之后在内镜的观察下，了解结石的详细情况，为治疗

奠定一定的基础，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发生概率，

进而减轻疼痛感 [6]。

综上所述，体外冲击波与内镜手术联合治疗泌尿系结石，

效果显著，且对减少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故联合治疗安全性

较高，值得临床实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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