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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肝胆外科日间手术管理流程优化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肝胆外科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手术患者，采用

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行常规入院流程管理，实验组行优化日间手术管理流程，对比两组临床疗效、自我效能感

与患者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手术取消率、15 天内再入院率、非计划性延迟出院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肝胆外科对日间手术管理流程进

行优化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采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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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手术主要是指患者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完善入院、手术、治

疗、出院的手术过程，通常患者的住院时间会在 48 小时之内[1]。但

是，各大医院的运行模式并没有统一规定，由很多科室都设立了日

间手术服务，但是整体管理流程比较分散，导致医护人员的工作比

较被动，患者经常会在一个时间段进行手术，导致手术等待时间过

长，影响整体治疗效果[2]。因此，本文中以肝胆外科患者为例，对

比分析常规入院流程与优化日间手术管理流程的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肝胆外科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

手术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50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平均（45.58±5.68）岁，研究

组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平均（45.89±5.47）岁，一般资料有可

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入院流程，门诊医生开具入院申请单后，为

患者预约具体住院时间；在住院当日上午通知患者下午办理入院相

关手术，并做好术前宣教工作；手术当日上午完善术前检查，下午

进行手术；术后采取常规护理措施，24 小时办理出院；出院后一周

电话随访一次。 

实验组：采用优化日间手术管理流程，具体为：（1）在科室内

组建多学科屯对与床位管理小组，制定日间手术流程，并对应急预

案措施进行改进，强化日间手术相关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质

量。（2）参与到日间手术管理的相关人员与科室，都应该对手术患

者进行动态性个案管理，确保患者可以顺利进行手术治疗，并为其

安排独立日间床位。（3）门诊医生应该全面评估患者入院前情况，

并对其展开相关检查，发放日间手术告知书。（4）值班护士应该根

据患者的阿入院申请单来预约手术日期，指导患者的关注科室微信

公众账号，并主动讲解日间手术相关注意事项，做好术前准备工作，

指导患者的术后如何进行康复。（5）患者在入院前一天采用电话或

短信的方式告知入院流程与手术安排，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做好术

前备皮、检查、健康教育等工作，并对其进行多模式镇痛管理，以

免患者发生呕吐等症状，同时，为患者制定饮食计划。（6）术后一

天评估患者精神状态、生命体征、疼痛等情况，如无任何并发症，

可办理出院手续。（7）出院后 3、7、15、30 天，分别采用电话的

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疾病恢复情况、饮食情况、心理状态等，

确保患者可以遵医嘱用药、康复锻炼。同时，邀请患者加入到微信

群当中，指导患者有问题可随时在群内提出，相关医护人员也会定

期发送术后宣传图片与视频。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临床疗效，包括手术取消率、15 天内再入院率、非计划

性延迟出院率。 

1.4 数据分析 

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计数

资料通过（x±s）表示，用 x²来检验比较，P＜0.05 认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验组手术取消率、15 天内再入院率、非计划性延迟出院率均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对比临床疗效（n/%；例） 

组别 例数 手术取消率 15 天内再入院

率 

非计划性延迟

出院率 

实验组 50 2（4.00%） 1（2.00%） 0（0.00%） 

对照组 50 10（20.00%） 8（16.00%） 5（10.00%） 

X2 - 6.0606 5.9829 5.2632 

P - 0.0138 0.0144 0.0217 

3.讨论 

日间手术是临床上应用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近些年，随着我

国日间手术的逐渐开展，也显露出了诸多不足之处。因为患者住院

时间较短，就限制了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与手术的了解，再加上患

者对自身疾病与治疗认知不足，很多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并且心

理上准备不充分，这些都会影响日间手术的顺利进行。患者康复效

果并不理想，导致阿再次入院率明显升高[3]。 

本文中对肝胆外科患者日间手术流程优化后，结合本科室内的

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因为术前评估不到位，就会导致患者的临时取

消手术，也会延长术前等待时间，优化手术流程后，可以错峰为患

者办理入院手续，提前安排好手术计划，可以缩短患者手术等待时

间。患者在就诊期间，医护人员给予足够的照护，可以减轻患者的

心理负担，继而降低再次入院率，并对术后与出院相关知识进行指

导，不断完善相关制度[4]。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手术取消率、15

天内再入院率、非计划性延迟出院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肝胆外科对日间手术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后，可以缩

短患者的等候时间，降低手术取消率，改善非计划性延迟出院率，

可促使疾病的康复，提高自我效能感，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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