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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护理管理胆管结石手术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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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系统化护理管理在胆管结石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并针对其对住院时间等各项指标的

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方法 筛选 2020 年 10 月—2022 年 5 月我院接收并实施胆管结石手术的患者 112 例作为参

与者纳入研究。并以入院就诊时间的先后次序作为分组标准，将其分成两组，即参照组（56 例）与研究组（56
例），为前一组患者全程实施常规护理，为后一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化护理管理。结果 研究组住院时间、

手术用时、饮食恢复、及初次下床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更少；焦虑与抑郁评分更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更少。

结论 针对实施胆管结石手术疗法的患者而言，系统化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理想，不仅有助于手术实施的顺利、

成功，且能为患者尽快改善不良情绪，以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确保其早日康复，值得大范围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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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cholangiolithiasis surgery, and to carry ou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hospital stay and other indicators.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0 to May 2022, 112 patients who received and underwent bile duct ston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im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reference group (56 cases) and the study group (56 cases). The patients in the former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latter group were given systematic nursing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Results In 
the study group,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peration time, diet recovery, and first time out of bed were shorter, and the 
amount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l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lower; There are fewer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with cholangiolithiasis surger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management is 
ideal,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smooth and successful operation,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ensure their early recovery,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range 
of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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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证实，在胆管结石手术中，合理应用系统

化护理管理可明显促进患者的临床疗效，同时有助于

预后恢复[1]。本次研究主要针对系统化护理管理在胆管

结石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住院时间等各项

指标的影响展开研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10 月—2022 年 5 月确定为研究时间，

将此时间段内，由我院接收并实施胆管结石手术的患

者 112 例作为参与者纳入研究。并以入院就诊时间的

先后次序作为分组标准，将其分成参照组（56 例）与

研究组（56 例）。参照组中包含女性病患 21 例，男性

35 例，年龄在 33 周岁与 77 周岁之间，平均为

（44.58±6.47）岁，患病时间介于 1.5 年与 4.5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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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3.21±0.42）年；研究组中包含女性病患 23 例，

男性 33 例，年龄在 33 周岁与 76 周岁之间，平均为

（44.24±6.52）岁。所有参与患者资料均由相关研究人

员负责整理、登记，以备后续展开数据的分析与比较，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症状表现及相关检测结果与该

病症的诊断标准完全一致。②所有体征指标均显示可

接收手术疗法。③具有良好的表达与沟通能力，可全

力配合医护工作的患者。④患者或家属已对本次研究

进行详细探查，包括研究方向与方法，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排除标准：①身体其他器官或系统功能存在严重

异常者。②存在沟通障碍或不愿沟通者。③因患有精

神疾病或心智发育不全，无法全力配合医护工作者。

④患有肿瘤等恶性疾病者。⑤因自身原因无法坚持到

本次研究结束，中途就要退出者。 
1.3 方法 
1.3.1 参照组 
为本组患者全程开展常规护理干预，包括术前提

醒患者做好各项必要的指标检测，按规定禁饮、禁食，

简单介绍疾病情况，并说明手术疗法的重要性，术后

进行常规补液、留置导管、观察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变

化等。 
1.3.2 研究组 
在上一组基础上，开展系统化护理管理，具体如

下：（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应先对患者的病情进展、

身体状态、年龄、理解能力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资料

进行全面了解，并结合其性格特征、心理承受力为其

展开针对性心理安慰与疏导，缓解其心理压力，改善

其负面情绪。为其详细讲解诱发胆管结石的主要因素，

需要采取的治疗方式，全力配合医护工作对于手术成

功的重要性以及术前、术中与术后需要注意的各项事

宜等。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与安全感，提升其对疾病

与手术方式的认知度，减轻其心理负担，使其能以正

确的心态接受治疗。（2）术前准备与指导：手术开始

前，要帮助患者准备进行各项检查，并提醒其配合检

查的重要性。还要结合患者的身体及病情具体情况，

按照医师开具的处方实施针对性的保肝治疗、营养支

持及其他调节性治疗等。除此之外，还要叮嘱患者避

免剧烈运动，确保足够的睡眠与休息，并建议其以脂

肪含量较低，且维生素与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饮食为主，

杜绝吸烟、饮酒等。（3）术后护理：待患者各项指标

稳定后，可将其送回病房。为其去枕保持平卧体位，

并将头部偏向一侧，以免因呕吐物误吸而发生窒息等

不良事件。给予低流量吸氧，使用心电监护仪等监测

相关指标。待患者病情趋于稳定后，为其定时更换体

位。将留置管进行固定，并随时查看其是否保持通畅，

以免出现阻塞、折弯、脱落、非计划拔管等意外事件。

此外，还要对引流液的流量、颜色等实施严密观察，

并在定时更换引流袋期间确保无菌操作，以免引发感

染。叮嘱患者尽早开始康复锻炼，并教会其以正确的

方式进行深呼吸、咳嗽以及排痰。（4）引流管护理：

①T 形引流管：首先要做好引流管的固定措施，在确

保其引流畅通的同时，避免发生其他意外事件。严密

观察引流液的流量、颜色及性能。做好引流袋的定时

更换。②腹腔引流管：麻醉药效消退后，可协助患者

更换半卧体位，以减轻切口压力，便于引流液的流出，

除了要密切关注引流液的详细情况外，还要关注患者

是否发生出血及胆瘘症状。③胃管及导尿管：胃管的

去除时间通常在患者胃肠减压 2 天左右，且肠道功能

基本恢复，可正常排气时，并为患者准备流食或者半

流食。进食后，还要为其做好口腔的清洁与护理。导

尿管的去除时间通常在术后 3 天左右，之后要确保患

者的会阴部清洁、干燥，以免出现感染等意外事件。 
1.4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各项手术指标，并对相关数据进行

分析与比较。包括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饮食恢复

正常、初次下床以及住院时间。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与抑郁评分，以汉

密尔顿抑郁（HAMD）与焦虑（HAMA）量表作为评

分标准，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心态进行评分。获得分值

越高，代表患者的心理状态越不好。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感染、出

血、及切口裂开等。 
1.5 统计学方法 
以本次研究情况，设置与之对应的数据库，并将

所得数据进行汇总运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予以分

析，方差值以（ x s± ）表示，概率值［例(%)］代表，

以 t 值及卡方值（χ2）分别检验，p 值在 0.05 以内，代

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手术指标 
相比于参照组，研究组各项指标明显更理想，包

括住院时间、手术用时、饮食恢复及初次下床时间更

短，术中出血量更少，（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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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与抑郁评分 
护理前，两组评分无显著差距，（p>0.05），采用

不同护理模式后，研究组各项评分明显更低。 
3 讨论 
胆管结石是指胆管内出现结石，是一种常见性多

发疾病，大多起病较慢但发病较急，导致发病的因素

较为复杂，通常在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后发病。虽为

良性结石，但也不容忽视，若不能及时给予得当救治，

极易造成胆管上皮癌变或胰腺炎等，严重情况下还可

能导致患者死亡。当前针对该症的临床治疗以手术疗

法作为首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因大部分患

者对于该疾病的认知度较低，不理解手术疗法的重要

性，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感以及对疼痛的耐受度较低，

很容易出现焦虑、紧张、不安等不良心理，不仅不利

于手术的顺利开展，还会对术后恢复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为实施胆管结石手术患者选择科学护理方案也

很重要[2]。 
系统化护理管理是近年兴起的护理模式，其主要

遵循“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为患者实施全方位优

质护理服务，不光将病情进展与身体恢复放在重要位

置，同时也不忽略患者的心理、认知以及情绪变化[3]。

有学者通过研究提示，在胆管结石手术前后开展系统

化护理管理，可通过心理干预打消患者对于临床治疗

的质疑，提升对医护工作的配合度；还能通过一系列

有序干预方式，为患者解决治疗过程中的所有问题[4]。

另有研究提出，系统化护理管理能有效降低发生并发

疾病的可能，避免发生感染、出血等不良事件，有助

于治疗与预后恢复[5]。 
本次研究中，将系统化护理管理贯穿于研究组患

者的全程治疗中，通过心理干预改善其负性情绪，促

使其以愉悦的心态看待疾病与治疗；同时，在手术全

程开展各项优质护理措施，确保患者得到更为全面而

优质的护理服务。结果显示，相比于参照组，研究组

各项手术指标更理想，住院治疗时间更短；焦虑与抑

郁评分更低；并发生症发生的比例更少。这充分说明

了系统化护理管理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胆管结石手术患者的护理中，合理

应用系统化护理管理的效果显著，且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与实用性，可在今后的相关治疗中作为首选护理模

式放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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