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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术与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小儿疝气手术效果比较分析

杨栋梁
魏县中医医院　河北　邯郸　056800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为小儿疝气患者开展传统手术治疗，以及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2019 年 2

月 -2021 年 4 月，将我院 164 例小儿疝气患者随机等分为两组，每组各 82 例，为参照组行传统手术治疗，针对研究组实施

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测算对比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

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结果：研究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参照组（P＜ 0.05）。研究组的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 0.05）。研究组的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

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均低于参照组（P＜ 0.05）。结论：为小儿疝气患者实施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能获取较好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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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疝气属于外科临床常见病，其发病过程与先天性

发育缺陷因素、鞘状突闭合不完全因素，以及脐环闭合不完

全因素相关 [1]。在小儿疝气患者临床确诊之后，患者的腹

股沟部位或者是脐孔部位通常会不时出现包块现象，继而引

致患者出现哭闹行为或者是呕吐症状，并且在患者未能获取

到及时系统有效治疗条件下，给患者的体质健康状态和发育

过程造成显著不良影响 [2-3]。文章以我院部分小儿疝气患

者作为调查对象，为其开展了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测算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2 月 -2021 年 4 月，将我院 164 例小儿疝气患

者随机等分为两组，每组各 82 例。参照组男性 53 例，女性

29 例，年龄介于 1-9 岁，平均（5.5±0.3）岁，体重介于 6-31kg，

平均（19.5±2.6）kg，病程介于 1-9 个月，平均（5.4±1.1）

个月。研究组男性 52 例，女性 30 例，年龄介于 1-8 岁，

平均（5.4±0.4）岁，体重介于 7-32kg，平均（19.3±2.4）

kg，病程介于 1-8 个月，平均（5.5±1.2）个月。研究组与

参照组在性别、年龄、体重，以及病程等基本资料方面无差

异（P ＞ 0.05）。

1.2 临床治疗干预方法

为参照组行传统手术治疗，针对研究组实施小切口微

创手术治疗。

1.3 临床观察指标

测算对比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手术过

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术后自主活

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择取统计学软件包——SPSS19.0，对计数资料行卡方检

验，对计量资料行 t 检验，在 P ＜ 0.05 条件下，判定组间

数据存在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参照组（P ＜ 0.05）。详情参

见表 1：

表 1  两组的治疗有效率比较（n，%）

组别
患 者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研究组 82 62（75.61） 17（20.73） 3（3.66） 79（96.34）

参照组 82 51（62.20） 15（18.29） 16（19.51） 66（80.49）

卡方 10.060

P 值 ＜ 0.05

2.2 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 ＜ 0.05）。详情

参见表 2：

表 2  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患者例数 切口感染 腹胀 阴囊水肿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82 1（1.22） 1（1.22） 1（1.22） 3（3.66）

参照组 82 7（8.54） 4（4.88） 3（3.66） 14（17.08）

卡方 7.941

P 值 ＜ 0.05

2.3 两组的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

口长度、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比较

研究组的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

切口长度、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

均低于参照组（P ＜ 0.05）。详情参见表 3：

3 讨论

小儿疝气属于外科临床常见疾病，在患者临床确诊之

后，择取和运用适当种类的技术方法为患者开展治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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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支持获取较好效果 [4-5]。

本 次 研 究 中， 研 究 组 的 治 疗 有 效 率 高 于 参 照 组（P

＜ 0.05）。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 ＜ 0.05）。

研究组的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

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均低于参照组

（P ＜ 0.05）。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针对小儿疝气患者实

施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能获取较好效果，值得引起临床护

理工作人员的密切充分关注，并且加以推广普及运用。

结语：

在外科临床中，针对小儿疝气患者开展小切口微创手

术治疗，对比为其开展传统手术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治

疗效果，控制降低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优化患者的基

础性手术临床指标，适宜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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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患者例数 手术过程持续时间

（min）

术中累计出血量

（ml）

手 术 切 口 长 度

（cm）

术后自主活动实现

时间（h）

术后愈合实现时

间（d）

研究组 82 14.04±1.09 3.94±1.51 1.19±0.15 11.27±1.23 2.00±0.49

参照组 82 26.42±2.07 8.04±1.67 4.06±0.20 20.28±1.53 6.25±0.56

t 值 47.920 16.490 103.956 41.561 51.720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3  两组的手术过程持续时间、术中累计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术后自主活动实现时间以及术后愈合实现时间比较

（ x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