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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泌尿外科术后疼痛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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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63099；2 遵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63099)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护理干预对泌尿外科术后疼痛的效果。方法：选取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泌尿外科手术患者共 120 例，

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模式

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疼痛评分。结果：经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在 VAS 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对接受泌尿外科手术后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程度，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卓越的效果，值得

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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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术后所产生的疼痛属于组织损伤后，在其修复过程中所产生的

一系列复杂反应，据资料显示：当患者长期处于疼痛状况之下时，

大部分患者极易出现情绪波动，配合度以及依从性降低的情况，严

重的影响着患者术后的恢复。如何降低疼痛程度是手术面临的主要

问题之一，对于患者的术后恢复有着深远的意义[1]。本文探究分析

护理干预对泌尿外科术后疼痛的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泌尿外科手术

患者共 12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共 60 例，男 35 例，

女 25 例，年龄 27-58 岁，平均年龄（48.76±2.03）岁；观察组患

者共 60 例，其男 33 例，女 27 例，年龄 28-59sui ,平均年龄（49.36

±1.89）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遵循医嘱，以及我院各项

相关规定，予以患者每日常规护理。 

1.2.2 观察组方法 

①组建专业的优质护理小组，选取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或护士

长担任小组组长，参与护理前集中对小组内的人员进行培训、完善

护理措施，规范护理流程，深入优化小组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与综合

素质，整体提升护理小组的质量。 

②为患者提供优质环境护理，为其提供干净且安静的病房，每

日对病房进行打扫与消毒，调整病房内光线、温度、湿度，为患者

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恢复环境，保证患者充足的睡眠，同时严格执

行院内探视制度，控制外来因素对患者的打扰。 

③由于疾病为患者所带来的困扰，或是由于病情程度之间的差

异，一般情况下其患者心会产生焦虑、恐惧甚至是抑郁的负面心理

因素，该些因素非常不利于患者的恢复，甚至对其产生不良刺激，

加重疼痛的程度。因而在护理过程中，需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

通与交流，告知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照顾好患者情绪，转移其注

意力，协助医护人员消除其内心的负面情绪。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

中应以朋友的方式与患者相处，加强沟通与交流，随时掌握其内心

心理状况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开导患者，使用积极性、鼓励性的话

语对患者进行鼓励，为其建立快速康复的信心，进一步的帮助患者

消除内心焦虑、焦躁等负面情绪，减少因情绪引发的应激反应，提

高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的配合度以及依从性。 

④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疼痛护理的指导，对患者术后的疼痛程

度进行准确的评估，有针对患者进行镇痛护理，如：严格按照医嘱

予以患者镇痛药物进行干预，每日记录患者的疼痛状况，及时与相

关医师进行交流，对术后的护理方案进行不断的调整。 

⑤在对患者紧张镇痛操作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导管脱落的状

况，如医护人员未及时发现，则会直接影响镇痛的效果，因而在整

个护理过程中，应当加大对于患者的巡视力度，及时发现患者的意

外状况，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干预。同时应当对患者的各项身体指

标，如：血氧状况、血压状况等进行严密的监测，保障患者在护理

过程中的安全。 

⑥对患者本人及其家属进行饮食指导，及时纠正其错误的饮食

方式，鼓励其健康饮食，减少辛辣、生冷、刺激性强等类型食物的

摄入，可适当摄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注意营养结构的搭

配，通过食物加强患者体质、减少因食物而产生的刺激。 

1.3 观察指标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术后 1-3 天的疼痛评

分，疼痛评分采用 VAS 评分表示，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疼痛程度

越高。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

并以（ sx ± ）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疼痛评分，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

下所示： 

对照组术后 1 天的 VAS 评分为：（5.02±1.10）分；观察组术后

1 天的 VAS 评分为：（3.47±1.24）分；其中 t=7.243，P=0.001。 

对照组术后 2 天的 VAS 评分为：（3.21±0.72）分；观察组术后

2 天的 VAS 评分为：（1.07±0.38）其中 t=20.361，P=0.001。 

对照组术后 3 天的 VAS 评分为：（2.09±1.27）分；观察组术后

3 天的 VAS 评分为：（1.01±0.22）分；其中 t=6.491，P=0.001。 

3.讨论 

术后疼痛是每位接接受手术患者均存在的状况，同时据资料显

示：术后疼痛属于除体温、脉搏、呼吸之外的又一生命体征。术后

对患者进行准确的疼痛评估，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进行

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状况，同时降低患者对于术后疼痛

的负面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其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的恢复质量以及恢

复效率[2]。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优质护理的模式对患者进行干

预，首先建立了专业的护理小组，由经培训后的护理人员参与护理，

对患者提供环境、心理、饮食等方面的护理，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疼

痛程度。相比于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有着许多方面的优势。 

综上所述，对接受泌尿外科手术后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模式进

行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程度，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卓越的

效果，值得推广与应用，本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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