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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息肉患者采取腹腔镜手术治疗后

应用护理干预对策探究

张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浦东分院，上海 200126

【摘要】目的：探究胆囊息肉患者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应用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从我院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期间收

治的胆囊息肉患者中随机抽取 88例患者，经简单随机抽样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即探究组（44例）与参照组（44例），参照组患者

采用术后常规护理方法，探究组患者采用术后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

护理总有效率。结果：探究组患者的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探究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胆囊息肉患者经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应用综合护理干预能

大大缩短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有利于患者早日恢复健康，提高护理总有效率，具有良好的应用

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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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息肉属于临床肝胆外科常见病症，在患病初期患者通常

不会感到不适症状，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发展到中后期，大多数

患者会感到右上腹疼痛难忍，在此阶段，极易形成胆囊炎、胆结

石等并发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生命安全也受到一定的

威胁[1]。目前对于胆囊息肉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就是外科手术，

相比于传统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治疗具有创伤小、易恢复等优

势，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但患者在术后如没有得到良好的护理

干预，仍然有较大几率出现并发症，因此，为了降低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护理方式。本文主要研究综合护理

在胆囊息肉腹腔镜术后的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我院所收治的胆囊息肉患

者 88例，经简单随机抽样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组间分布为探

究组（n=44）与参照组（n=44）。探究组患者男女性别分布为

26/18。年龄范围为 22~74周岁，平均年龄为（44.16±3.64）周

岁。病程时间范围为 2~11年，平均病程为（5.96±1.75）年。

参照组患者男女性别分布为 22/22。年龄范围为 24~74周岁，平

均年龄为（43.81±3.64）周岁。病程时间范围为 1~12年，平均

病程为（5.99±1.78）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时间范围

等统计结果不具备明显差异（P＞0.05），可比性校准结果合格。

1.2方法

参照组采取术后常规护理办法，具体内容有：患者进入医院

后指引患者进行心电图、CT等常规检查；带领患者熟悉病房环

境；术前为患者做好健康宣教和术中注意事项；术前准备好手术

所需物品；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各项指标；术后做好基础

护理工作。探究组采取术后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内容有：（1）体

位护理：患者术后还未清醒前，护理人员要让患者采取平卧位，

并将头往任意一边倾斜，便于呼吸道分泌物排出，保证呼吸道畅

通，防止由于呼吸道阻塞导致患者窒息；患者清醒后，护理人员

要指导患者采用正确的方式适当活动，并鼓励患者今早下床活动，

有助于患者肠胃蠕动，避免发生静脉血栓形成；（2）引流管保护：

术后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引流管内引流物的颜色、性状、数量等，

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确保引流管畅通无阻，避免引流管出现阻

塞、弯折、扭曲等情况，在引流管流量少于 30ml时要将引流管

及时拔除；（3）疼痛护理：与患者展开良好的沟通，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并及时疏导患者不良心理与不满情绪，告知患者可能

产生疼痛的原因，并指导正确的方式缓解疼痛；可以利用聊天、

看电视、听音乐等方式让患者转移注意力；（4）并发症护理：对

于发生恶心、呕吐等并发症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定期观察患者呕

吐物性状、颜色和数量等，及时给予补液，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患者呕吐次数，对于无该类并发症的患者，可以在禁食一天以后

适当给予流食；在术后的 6~12小时之内做好尿潴留并发症的预

防工作，可指导患者通过听流水声、清洗会阴等方式诱导排尿。

1.3研究指标

经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

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护理总有效率。护理总有效率：分为显效、

有效、无效三个级别，护理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数据处理

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采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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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标准差（x±s）表示，应用 t检验；护理总有效率采用百

分比（%）表示，并应用卡方检验，经处理后的数据将统一输入

统计学软件 SPSS22.0中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结果 P<0.05说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对比

经护理，探究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

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对比

（ X ±S）

组

别

例

数

排气时间

（h）

排便时间

（h）

活动时间

（h）

住院时间

（d）

探

究

组

44
24.36±
4.33

42.46±
5.28

18.16±
2.61

5.16±
1.62

参

照

组

44
31.44±
4.92

51.49±
6.72

25.46±
3.05

8.04±
1.42

t 7.1656 7.0088 12.0626 8.8679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护理总有效率对比

经护理，探究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参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护理总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探究

组
44

30
（68.18）

12
（27.28）

2（4.55）
42

（95.45）
参照

组
44

24
（54.55）

11
（25.00）

9（20.45）
35

（79.55）

X² 5.0909

P 0.0241

3 讨论

目前临床上对于胆囊息肉的治疗方式通常是腹腔镜下胆囊

息肉切除术，该手术具有创伤小、疼痛程度小、术后恢复快等优

势，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腹胀、腹

泻等消化道症状[2]。相对于传统开腹手术，此类手术的应用效果

更好，因此应用范围更广。但是腹腔镜手术仍然属于一种侵入式

治疗方法，术后仍然有并发症发生风险，为了获得良好的预后性，

必须要对胆囊息肉术后患者进行有效护理[3]。综合护理属于一种

全面、整体的护理模式，在术后通过对患者进行体位护理、引流

管护理、疼痛护理和并发症护理可以大幅度减轻患者疼痛程度，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使患者早日下床活动，降低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风险，同时辅以日常饮食指导、运动锻炼指导等，有助于患

者早日恢复健康，减少住院时间[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探究组

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

参照组，探究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参照组；各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胆囊息肉患者经腹腔镜手术治疗后采用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缩短患者术后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

院时间，具有良好的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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