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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胆结石 

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丁伟花 

苏州工业园区星塘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入组的

患者时间是在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抽选 70 例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入组，将患者均分为实验组与对

照组,每组 35 例。对照组之中的患者采取的是常规的护理模式，而实验组则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对比实验组与

对照组患者并发症的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做比较。结果 实验组整体的护理满意度要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发生不

良事件的概率要优于对照组，实验组下床时间、引流管拔除时间、进食时间与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实验组血

糖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上的价值，(P<0.05)。结论 对于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采取腹腔镜下胆囊切

除术治疗，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模式，能够有效的提升患者整体的依从性，还可以加快患者的恢复，还可以有效

的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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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for patients with gallston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ihua Ding 

Xingtang Hospital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uzhou,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for 
patients with gallston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period March 2019 -2020 
March, and 70 patients with gallston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lied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mode to compare the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ime to get out of bed, the time to remove the 
drainage tube, the time to eat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shorter, the blood sugar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gallston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and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compliance of patients,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complications. 

【Keywords】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laparoscope; Cholecystectomy; Cholelithias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Clinical effect 

 
糖尿病和胆结石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相关的研究

表示,糖尿病的患者，在患上胆结石方面的机率，要明

显比非糖尿病患者高，且我国有着比较多的糖尿病患

者,其中大致有 31.5%的患者存在胆结石[1]。对于糖尿

病的有效控制，也是可以抑制胆石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主要和糖尿病患者自身的脂肪代谢、血脂素乱、高

胰岛素血症、内脏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情况有着密切

关联[2]。实施全面优质的临床护理模式,降低并发症出

现的概率，加快患者的恢复[4]。该研究讨论了临床护理

路径在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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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的应用情况，具体报告见下。 
1 患者在临床试验中依照的相关资料与应用的方法 
1.1 患者基本资料情况 
入组的患者时间是在 2019 年 3 月-2020 年 3 月期

间，抽选 70 例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入组，将患者均

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5 例。在这其中对照组之中

的男女比例是 12:23，年龄区间为 46 岁-82 岁，平均年

龄为（58.1 土 2.3)岁，实验组之中的男女比例是

21:14，年龄区间为 48 岁-81 岁，平均年龄为（56.3 土 2.7)
岁。对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性别、年龄等各种资料

没有明显的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方面的意义(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之中采取的是常规护理。 
实验组之中，（1）术前：实施血糖控制与健康方

面的宣教，做好患者的实际状况、病程与糖尿病类型

的统计,作为护理人员，需要每天对于患者血糖进行检

测,及时的指导患者做好按时按量用药,在术前，需要将

患者的血糖控制在稳定的状态。要根据患者在三餐前，

以及三餐后的 2h，还有在睡前的末梢血糖等各项指标

情况，采取健康的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做好胰岛素

使用指导,这样能够将患者的血糖控制在稳定的状态,
再对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做好健康的宣教,并且提醒患者

需要控制好血糖的水平,加强对于认知血糖控制重要性

的认知。为患者做好心理上的护理:部分的患者由于糖

尿病没有办法彻底的治愈的药物,且又要做胆结石的手

术,往往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心理压力，且患者在进行了

胆结石手术之后，因为并发糖尿病,则患者的免疫力容

易出现低下的情况，因此恢复过程中需要控制。（2）
术后：密切监测患者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观察体

温以及手术伤口情况。术后取平卧位，将患者头部偏

向一侧预防患者发生呕吐并误吸呕吐物造成呛咳。保

持患者引流管清洁、通畅，避免发生脱落，观察患者

切口愈合的情况。为了预防患者长时间卧床发生压疮

或者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需采取预防性措施，并适当

为其肢体按摩促进其肢体血液循环。术后早期以流食

为主，减少胃肠道负担，不宜进食豆浆、扭来等产气

食物。在患者病情稳定后视其身体状况，建议患者尽

早下床活动，可尽快恢复胃肠道功能，避免发生术后

肠道粘连。患者在术后需要持续监测血糖水平以及降

糖治疗，给予葡萄糖、胰岛素与钾液，待患者恢复正

常饮食后可采取皮注胰岛素，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

整用药剂量，预防患者发发生低血糖。 
1.3 相关的观察指标 
（1）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的情况。 
（2）对比护理满意度。 
（3）对比术后恢复指标。 
（4）对比血糖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取 SPSS21.0 版本的统计学软件，而针对文章

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工作，而相关的计数

型指标所采取的例数指标（n\%）来进行表示、而再通

过Χ
2方式进行相关的检验，而在计量型的指标方面采

取均数±标准差的方式来（ x ±s）进行描述、并且应用

t 进行检验。P<0.05 的话，则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

之间相关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2 结果 
2.1 对于比较实验组 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发生并

发症的概率做比较 
对于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发生并发症

的概率做比较，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具备统计学方面

的意义（P<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2.2 对于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满意度

的概率 
对于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满意度的概

率，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实验组之中的非常满意为 26
例，满意为 7 例，不满意为 2 例，满意概率为 94.28%，

对照组之中的非常满意为 14 例，满意为 7 例，不满意

为 14 例，满意概率为 60%，Χ2 值为 11.6667，P 值

0.0006，具备统计学方面的意义（P<0.05）。 
2.3 对比术后恢复指标。 
对照组：首次下床时间（15.85±5.13）h，引流管

拔出时间（3.85±4.14）d，进食时间（2.85±0.63）d，
住院时间（8.77±1.43）d； 

实验组：首次下床时间（8.12±3.85）h，引流管拔

出时间（2.15±1.66）d，进食时间（1.56±0.34）d，住

院时间（6.25±1.38）d，实验组下床时间、引流管拔除

时间、进食时间与住院时间均较短，T=7.1299 、2.2548、
10.6605、7.5020，P＜0.05。 

2.4 对比血糖水平。 
对照组空腹血糖（6.02±0.41）mmol/L，糖化血红

蛋白（7.82±1.03）%；实验组空腹血糖（5.42±0.28）
mmol/L，糖化血红蛋白（6.31±1.31）%，实验组血糖

水平均较低，T=7.1495、5.3607，P＜0.05。 



丁伟花                                  临床护理路径在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 56 -

表 1 对于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中的患者的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做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呕吐 腹腔出血 不良反应概率 

实验组 35 1 0 2.85% 

对照组 35 6 4 28.57% 

Χ
2 值    8.7365 

P 值    0.0031 

 
3 讨论 
胆结石属于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在早期通常是不

宜发现的，随着当前时间的发展，患者如果有显著的

临床症状的时候,则需要采取手术治疗。人们的生活水

平有所提高，所以由于饮食方式的改变发生的胆结石

的发病率也有所升高，在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胆

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在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围手术期

护理后还应注重患者血糖的控制，将患者血糖水平维

持在正常范围内，降低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加

快患者恢复[5]。 
此次试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整体的护理满意度要

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发生不良事件的概率要优于对照

组，实验组临床恢复指标优于对照组，血糖水平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备统计学上的价值，(P<0.05)。 
综上所述，对于胆结石合并糖尿病患者采取腹腔

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模式，能

够有效的提升患者整体的依从性，还可以加快患者的

恢复，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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