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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患者护理中实施全面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刘先茹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222000 

摘要：目的：观察胆结石患者护理中实施全面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选择 2018.12 月- 2020.10 月到本院治疗胆结石患者共

94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 2组。比对 2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包含：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首次排气时间、

住院时间。结果：实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首次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运用全面护理模式对

胆结石患者进行干预，可以显著提升护理效果，患者手术各项指标均优于常规护理干预效果，患者出现并发症概率较低，可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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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的发病原因有很多，当患者的胆道出现感染，胆

汁排出障碍，机体出现胆固醇代谢障碍等都可以引起胆结石，

还有一些进行胃切除手术的患者，术后也比对容易发生胆结

石。胆结石的发病原因有很多，当患者的胆道出现感染，胆

汁排出障碍，机体出现胆固醇代谢障碍等都可以引起胆结石，

还有一些进行胃切除手术的患者，术后也比对容易发生胆结

石
【1-2】

。基于此，本文将主要观察胆结石患者护理中实施全

面护理模式的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8.12月-2020.10月到本院治疗胆结石患者共94

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 2 组。其中实验组男

性 30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50.74±6.92）岁；对照组

男性 30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50.69±7.04）岁。两组

基本资料对比（P＞0.05），有临床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组内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包含身体护理、用药护理

等。 

1.2.2 实验组 

组内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之上接受全面护理模式，具体如

下： 

1.2.2.1 术前护理： 

1.2.2.1.1病况评估: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协同患者与家属

进行有关的检查，对患者的基本病况进行掌握。依照患者实

际状况给予其补液处理、抗感染处理以及调节水电解质平衡

处理等，促使患者可以有较好的身体机能来应对手术治疗，

提升手术治疗效果。 

1.2.2.1.2健康宣讲:给患者与家属介绍有关胆结石疾病

的知识内容，对手术治疗措施注意事项，术中需要配合的各

项事宜等进行详细讲解，说明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

及可能存在的并发症，规避出现医患问题。 

1.2.2.1.3心理护理:因为患者与家属不了解手术的安全

性。那么，护理工作人员就需要对患者出现的焦虑和恐惧情

绪进行疏导，多多与患者进行沟通，详细的对手术流程进行

介绍。可以邀请治愈成功患者，对自己对抗病魔的过程进行

讲解，促使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可显著提升。 

1.2.2.2术中护理: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密切地与患者主治

医生配合。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对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和反

应进行监测。重视对患者提供出心理支持和保暖等各项护理

服务。 

1.2.2.3 术后护理 

体位护理：把患者送回病房之后，需要协助其处于平卧

位，实施吸氧处理。患者恢复意识之后，可以协助其处于半

仰卧位，对患者的深呼吸咳痰进行指导。每间隔两小时协助

其翻身，指导患者家属对患者下肢进行按摩，规避出现静脉

血栓和压疮等各类并发症。当患者手术完成了以后，要消除

患者手术部位。手术后护理人员还要叮嘱患者遵守医嘱服用

消炎药、抗菌等药物，防止术后感染的发生。等到患者的意

识恢复了以后，要对其感受展开询问，并固定好患者的导尿

管以及引流管，时刻观察患者的管道液体颜色，若发现了异

常，要立刻告知医生。此外，患者刚完成手术后，要为其提

供营养补液以及流食，使得患者的营养供应充足，防止患者

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概率，加快患者的病情恢复速度。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对 2 组手术相关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首次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用时越短，手术效果越好。 

1.4 数据处理 

将数据复制到 excel 表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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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对 2 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 

实验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4 ·临床护理· 

·37· 

表 1  2 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对比（ sx  ） 

分组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首次排气时间（h） 住院时间（d） 

实验组 47 60.52±10.43 94.39±12.51 14.32±5.71 5.33±0.89 

对照组 47 82.17±11.56 138.11±14.07 25.91±6.82 7.64±1.25 

t 值 - 6.2186 10.3850 5.8273 6.7324 

P 值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胆结石疾病发病时，由于结石与患者胆道管壁会有摩擦，

结石不能够顺利地排除，导致患者出现的疼痛感较强
【3】

。对

于胆结石的治疗通常以手术为主，常规的手术方式需要对患

者进行开腹，患者的腹腔内部大面积暴露在空气中，术后并

发感染的概率比对高，手术切口大，术后也比对容易发生切

口感染，使患者的治疗时间增加。在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

需要将全面护理干预引入其中，促使患者能够快速恢复健康
【4】

。在术前给予患者讲解有关知识内容，答疑解惑，促使其

可以消除疑虑，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手术；在手术中积极与

医生配合提升手术效果；术后需要对患者的心理体位以及膳

食运动的进行护理，规避出现并发症，保障患者身体健康
【5】

。

本文通过比对常规护理与全面护理患者的手术指标、并发症

出现概率以及患者满意度，发现：全面护理模式能够。对于

手术效果进行巩固，促使患者快速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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