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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指导在泌尿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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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临床实验来探究饮食指导在泌尿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在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选取我院泌尿
外科中的患者 100 例，分析其一般资料符合纳入标准后，将其作为本次临床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以自愿分组的形式将患者均分
两组，即研究组（饮食指导）、参照组（常规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并得出结论。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 48（96.00%），
参照组总有效率 36（72.00%），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性明显，统计学检验有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各组生活质量评分，
研究组各项平均分值更高，参照组偏低，两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患者对护理措施的满意度，数据显示研究组满意度
较高 49（98.00%），参照组显示满意度较低 38（76.00%），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性显著（P＜0.05）。结论 通过对泌尿外科
中的患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饮食指导，有助于临床疾病得到快速恢复，同时患者生活质量的到全面提升，另外达到提高患者对
其护理工作满意度的目的，显著的效果及价值检验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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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中患者以男性为主，临床尿石症、膀胱疾病、肾

脏疾病、尿道疾病均为泌尿科中常见的疾病类型
[1]
。患病后，

患者不适感强烈，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据

临床相关研究指出，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患者出现尿石症、

尿道疾病等症状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注意对泌尿外科患者饮食

方面的指导。本次在2020 年 1月-2021 年 1月选取我院泌尿外

科中的患者100例，作为本次临床研究对象，同时通过临床研

究来讨论饮食指导在泌尿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选取我院泌尿外科中的患者

100 例，分析其一般资料符合纳入标准后，将其作为本次临

床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以自愿分组的形式将患者均分两组，

研究组患者年龄区间 28-62 岁，均数（45.33±2.18）岁，病

程1-6年；参照组患者年龄区间26-66岁，均数（46.17±2.25）

岁，病程 1-6 年；统计学对所有研究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

P＞0.05，故具备分组条件。 

1.2 方法 

参照组以常规护理为主。研究组以常规护理为基础，同时

进行饮食指导，方法为：强调患者健康、规律性饮食，纠正患

者不良习惯，为其制定科学食谱。饮水方面指导患者增加饮水

量，将每天的饮水量控制在2500-3500ml，并且做到规律性饮水，

并告知饮水期间的相关注意事项。控制患者主食的摄入，以米

饭、高粱米、玉米渣等为主，避免摄入过多肉类，同时糖、盐

的摄入量严格把控。叮嘱患者严格遵医嘱，切勿暴饮暴食，或无

规律性饮食。另外在患者运动方面加强指导，有利于快速康复
[2]
。 

1.3  判定标准 

针对两组患者疾病恢复情况、生活质量评分、患者满意

度进行深入统计，并将统计数据做为此次研究价值体现
[3]
。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检验用 
2

x ；计量用（ sx  ），检验用

t。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深入处理，若

显示 P＜0.05， 说明了有意义。 

2 结 果 

表 1中显示研究组总有效率 48（96.00%），参照组总有

效率 36（72.00%），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性明显，统计学检验

有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疾病恢复情况[（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复发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33（66.00%） 15（30.00%） 1（2.00%） 1（2.00%） 48（96.00%）

参照组 50 19（38.00%） 17（34.00%） 10（20.00%） 4（8.00%） 36（72.00%）

P     ＜0.05 

表 2 可见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患者生活质

量各项评分组间数据未体现出明显性差异，统计学检验为 P

＞0.05；护理后观察各组评分，研究组各项平均分值更高，

参照组偏低，两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见表 2 

表 2对比两组护理前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时间 社会功能 心理健康 运动功能 认知功能

护理前 61.54±2.36 61.13±2.33 60.29±2.08 61.34±2.28
研究组 50

护理后 90.56±2.47 91.53±2.41 90.59±2.61 92.46±2.63

护理前 61.55±2.41 61.42±2.01 60.18±2.12 61.29±2.16
参照组 50

护理后 79.63±2.18 78.44±2.05 78.36±2.12 76.55±2.39

表 3 可见患者对护理措施的满意度，数据显示研究组满

意度较高 49（98.00%），参照组显示满意度较低 38（76.00%），

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性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50 34（68.00%） 15（30.00%） 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19（38.00%） 19（38.00%） 12（24.00%） 38（76.00%）

P    ＜0.05 

3 讨论 

随着泌尿外科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延伸，医院科室设置了

泌尿外科室，主要负责诊断与泌尿系统相关的疾病，临床机

制相对成熟和完善，使泌尿外科患者的诊疗效果得到保障
[4]
。

通过本次研究显示，研究组临床总有效率、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满意度均具有一定的优势性，与参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性

显著（P＜0.05）。 

综上所述，通过对泌尿外科中的患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

饮食指导，有助于临床疾病得到快速恢复，同时患者生活质

量的到全面提升，另外达到提高患者对其护理工作满意度的

目的，显著的效果及价值检验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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