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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对尿结石患者认知及碎石术后复发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 2018 年 2 月- 2020 年 10 月收治的尿
结石患者共 46 例，依据随机分配法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应用健康
教育，对比两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与术后复发情况。结果：实验组疾病认知程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术后复发率
（4.35%）低于对照组（34.78%），P＜0.05。结论：针对尿结石碎石术后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效果显著，可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
的认知，降低疾病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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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结石是临床泌尿外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其中男性

是疾病发生的主要人群，目前，在临床上针对此类疾病的发

病机制并没有定论，只是针对患者的不同症状进行相关治疗
[1]
。近些年，碎石取石术已经广泛的应用到了尿结石的治疗

当中，但有研究显示，尿结石的发生、复发与患者平时的生

活习惯、饮食、运动等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对患者实

施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增加对尿结石的疾病认知程度尤为

重要
[2]
。基于此，本文中针对健康教育的实施效果展开研究，

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8 年 2 月-2020 年 10 月收治的尿结石患者

共 46 例，依据随机分配法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3 例。

实验组年龄在 27-70 岁之间，平均年龄（55.12±4.34）岁；

对照组年龄在 28-71 岁之间，平均年龄（55.25±4.54）岁，

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方式，遵医嘱给予患者进行抗感染、止血

等对症治疗。 

1.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具体为：（1）术前健康

教育：积极的对患者进行健康宣传的工作，对疾病的发生、

发展以及治疗等方面进行讲解，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尤其是

对高龄尿结石患者；护理人员可以将尿结石患者及其家属集

中起来进行健康教育，筛选大家共同存在的健康知识问题进

行答疑讲解；根据尿结石患者疾病特点印发一些健康知识手

册发放给患者，方便其查阅。（2）术后健康教育：术后对患

者的饮食进行指导，应该低蛋白、低脂肪、高纤维饮食为主，

尽量控制酒、饮料的摄入，尽量多饮水；术后定期到医院进

行复查，并适当的增加体育锻炼。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疾病认知程度，其中包括基本知识、饮水

知识、饮食知识、预防与治疗知识，每项满分为 100 分，分

数越高，效果越好。（2）对比两组术后半年内疾病复发率。 

1.4 数据处理 

用SPSS17.0软件进行对数据的统计和整理，用（ sx  ）来

表示，计数资料用（x2
）校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对疾病认知程度 

实验组对基本知识、饮水知识、饮食知识、预防与治疗

知识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对疾病认知程度（ sx  ；分） 

组别 基本知识 饮水知识 饮食知识 预防与治疗知识

实验组

（n=23）
82.82±6.71 61.21±9.20 66.42±9.33 60.51±4.35 

对照组

（n=23）
70.53±3.32 43.55±7.09 52.04±6.37 73.98±6.62 

T 7.8730 7.2918 6.1045 8.1552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对比两组疾病复发率 

实验组复发率为 4.35%（1/23），对照组复发率为 34.78%

（8/23）,实验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x
2
=6.7688，P=0.0093＜

0.05）。 

3.讨论 

尿结石在临床上比较常见，随着现代人们生活习惯的改

变，尿结石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该病在临床上的症状有着

一定的差异性，泌尿结石比较轻的患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表

现，随着结石的增大，患者会出现血尿、尿频、尿痛等症状，

严重还会出现尿路梗阻与肾功能损伤等情况，给患者带来了

比较大的痛苦，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对其身体健

康也有比较大的威胁
[3]
。目前，在临床上针对此类疾病的治

疗主要采用的是手术方式。由于患者对疾病缺乏专业的理解，

术后自我护理能力较差，所以，极易导致疾病反复发作，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本文中是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

加了健康教育，通过对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讲解，可以有

效提高患者对有关尿结石疾病的了解，使其掌握自我护理方

式，降低疾病的复发率
[4]
。本次研究显示，实验组疾病认知

程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术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0.05。这一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对尿结石患者术后恢复具

有关键性作用，可以为临床护理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针对尿结石碎石术后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效果

显著，可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降低疾病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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