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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对泌尿外科护理质量管理的影响 
唐 洁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摘要】目的 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的泌尿结石患者于围手术期中，通过快速康复理念进行干

预，对其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分析。方法 选择我院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泌尿结石患者作

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然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对所选对象进行分组，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组均由 30 例患者组

成，对照组患者通过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感染、尿路阻塞、出血、输尿管穿孔）；首次进食时间、住院时间；护理质量评分（病区管理、

业务水平、沟通能力、自我认同）。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7%（29/30），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为 70.0%（21/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为 6.7%（2/30）低于对

照组患者 30.0%（9/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首次进食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2.29±1.01）h，（3.06±0.62）d 少于对照组患者（6.38±1.64）h，（8.56±0.42）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的病区管理、业务水平、沟通能力、自我认评分分别为：（97.40±2.17）分、（94.18±2.08）分、

（91.29±2.23）分、（91.85±2.69）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91.99±3.22）分、（90.04±2.01）分、（87.52±2.17）分、

（88.14±3.0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泌尿结石患者通过在围手术期通过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

量改进进行干预，患者的治疗指标和并发症的发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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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treated by transurethral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were interven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ast recovery,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urinary calculi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then the selected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30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tervention under the situ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fection, urinary tract obstruction, bleeding, ureteral perforation); first meal time, hospital stay; nursing 
quality score (war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eve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elf-identity).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 (29/30),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0.0% (21/3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6.7% (2/30), which was lower than 30.0% (9/3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29 ± 1.01) h, (3.06 ± 0.62) d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38 ± 1.64) h, (8.56 ± 0.42) 
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ar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 business 
leve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elf-recognition scores were: (97.40±2.17) points, (94.18±2.08) points, (91.29±2.23) points, 
(91.85±2.69) poi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91.99±3.22 points) ) points, (90.04±2.01) points, 
(87.52±2.17) points, (88.14±3.03) poi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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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urinary calculi were intervened through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under the situation analysis method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and the treatment indicators and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under situation analysis, urinary calculi, perioperative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我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饮食结构逐渐改变，结

石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1]。输尿管结石患者在临床中的

主要症状包括：尿急、尿频、尿痛等，如果病情严重，

则会出现腰腹绞痛以及血尿等情况。因此，对患者进

行有效治疗是极为必要的。临床中，通过传统手术方

法对患者进行治疗，会产生较大的创伤，且大大延长

康复时间，不利于术后康复。临床中采用微创碎石术

治疗患者，临床疗效确切，但是会对患者的肾脏、输

尿管造成损伤，对其术后预后效果造成影响[2]。近些年

来，有研究表明：在钬激光碎石术中采用有效的护理

干预，能够控制治疗安全性以及治疗效果，具有重大

的意义[3]。由此，作者选择我院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泌尿结石患者作为本次研究

的对象，通过对照研究，分析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

改进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

的 60 例泌尿结石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然后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对所选对象进行分组，分成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组均由 30 例患者组成，对照组患者通过常规

护理，观察组采用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干预，

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于同意书上签字，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比较，P＞0.05，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见表 1。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泌尿系统疾病患者[4]；②符合

手术适应症患者；③正常沟通患者；④在同意书上签

字患者； 
排除标准：①冠心病患者；②糖尿病患者；③凝

血功能障碍患者；④恶性肿瘤患者；⑤不在同意书上

签字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通过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态势分析

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干预。 
常规护理干预：密切观察病情，调整舒适体位，

指导患者用药。 
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①制定计划：了解

患者的实际情况，作各项检查，据此制定护理计划；②

成立持续质量改进小组：小组中包括护士长一名，护

士三名，对小组成员进行培训，使其深刻认知持续质

量改进理念，护理中以正确心态面对患者；③调整护

理模式：合理分配组间成员，做好交接班工作，通过

弹性排班护理，并且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合理分工，

尽可能满足患者的所有合理要求。④实施计划：术前

护理：a.心理护理：术前，大多数患者对手术会产生强

烈的恐惧感，外加患者不了解泌尿结石疾病，患者会

出现较多的不良情绪，比如：焦虑以及抑郁等情况，

护理人员则需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护理人

员加强和患者的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做好健

康宣教，有效指导患者的心理，帮助患者了解手术过

程，以注意力转移法或者心理干预方法疏导患者的不

良心理，进而消除患者焦虑以及抑郁等情况。b.完善患

者的术前检查、检验，术前沐浴、更衣，提前做好胃

肠道手术准备，鼓励患者积极配合，进而提高手术的

成功率；术后护理：a.心理护理：术后，由于伤口、留

置的各类管路（包括：尿管、心电监护管路、镇痛管

路、输液管路等）、麻醉药物、卧位要求的影响，患者

往往不适应术后身体的改变及约束，担心因为活动而

影响伤口的愈合及术后的康复，从而不同程度地产生

睡眠障碍，焦虑与不安。医护人员应及时进行心理疏

导，协助患者有效翻身，安置舒适体位，指导患者适

度床上活动；及时评估病情、生命征、麻醉程度、尿

管留置情况；尽早拔除镇痛、尿管、心电监护管路，

恢复患者正常活动，从而减轻患者负面情绪影响；b.营
养护理：术后制定护理计划，指导科学的饮食计划，

补充患者的营养，以合理膳食，补充营养物质，增强

患者的自身免疫力；c.进食护理：全身麻醉的患者术后

清醒两小时后，观察患者是否会出现呛咳、吞咽障碍、

恶心以及腹胀等情况，如果患者出现不适情况，则需

要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随着患者的病情变

化，逐渐过渡，直到患者可以食用正常的饮食；d.并发

症护理：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指标，根据监测结

果，调整管理措施，另外，还需要定期调整患者的修

养体位，降低压力性损伤的发生率；e.康复指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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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术后饮水次数以及排尿次数，排尿后，护理人

员需要了解患者的排尿感受，引导患者做自我诊断，

同时，要求患者做早期创下活动训练，从而使其抵抗

能力以及消化能力得到提升。⑤下床锻炼：患者的生

命体征趋于稳定之后，做好早期下床运动，有效促进

胃肠功能康复，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等到术后麻醉

清醒之后，患者可以被动或者主动运动，等到患者的

生命体征保持平稳之后，可以遵循于床边站立五分钟，

如果没有不适情况，可以下床运动。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感染、尿路阻塞、出血、输尿管穿孔）；首次进食时

间、住院时间；护理质量评分（病区管理、业务水平、

沟通能力、自我认同）。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n（%）]表示，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7%（29/30），对照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0.0%（21/3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2.2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为 6.7%

（2/30）低于对照组患者 30.0%（9/30），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的治疗指标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首次进食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2.29±1.01 ）h ，（3.06±0.62 ）d 少于对照组患者

（6.38±1.64）h，（8.56±0.42）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2.4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病区管理、业务水平、沟通能力、

自我认评分分别为：（97.40±2.17）分、（94.18 

±2.08）分、（91.29±2.23）分、（91.85±2.69）分

均高于对照组患者（91.99±3.22）分、（90.04±2.01）
分、（87.52±2.17）分、（88.14±3.03）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泌尿系统结石属于常见疾病，尿路结石为其中最

主要的结石疾病，复发率较高[5]，如果患者的输尿管结

石长时间停留在输尿管中，结石将被息肉所包裹，进

而引发嵌顿，使输尿管堵塞，进行性加重输尿管的狭

窄，发生梗阻。一旦患者的输尿管长时间发生梗阻，

引发患侧肾积水，从而加重病情，使患者出现肾衰竭

情况[6]。如果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则会产生各种严

重 i 兴兵伐郑，引发尿源性脓毒血症，影响其生活质量

以及生命安全[7]，临床中，一般会采用手术方法进行治

疗，经皮肾镜手术方式进行治疗的患者，其疗效较为

优良，但会对患者的肾功能产生一定损伤，不利于患

者的康复[8] ；经尿道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的患

者，既能保证患者优良的治疗效果，也能保证患者较

高的安全性。同时，加以有效的持续质量改进干预措

施，可显著提高护理效果以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

发生概率[9]。 
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包括术前护理、术后

护理、康复护理、术后进食护理、心理护理、下床锻

炼等操作。术前通过准备，禁饮禁食；术中加强保暖，

采取合理的麻醉方法，给患者讲解手术原理；术后讲

解活动的优势，帮助患者恢复功能，进行早期下床运

动，避免手术给患者带来强烈应激反应，有效帮助患

者快速康复[10]。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首次进食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概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病区管理、业

务水平、沟通能力、自我认评分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泌尿结石患者于围手术期展开态势分

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干预，效果明显，有效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概率。 
表 1 两组治疗有效性数据信息对比情况（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34） 19（55.88） 14（41.17） 1（2.94） 33（97.05） 

对照组（n=36） 13（36.11） 18（50.00） 5（13.88） 31（86.11） 
t/Χ2 7.867 1.571 7.768 7.760 

P 0.005 0.209 0.005 0.005 



唐洁                                                    态势分析法下持续质量改进对泌尿外科护理质量管理的影响

- 40 -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0 22 7 1 29（96.7） 

对照组 30 16 5 9 21（70.0） 

Χ
2 - - - - 7.680 

P - - - - 0.006 

表 3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感染 尿路阻塞 出血 输尿管穿孔 发生概率 

观察组 30 1 1 0 0 2（6.7） 

对照组 30 5 2 1 1 9（30.0） 

Χ
2 - - - - - 5.455 

P - - - - - 0.020 

表 4 两组患者的治疗指标比较情况（ x ±s） 

组别 例数 首次进食时间（h）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30 2.29±1.01 3.06±0.62 

对照组 30 6.38±1.64 8.56±0.42 

t - 11.631 40.227 

P - 0.000 0.000 

表 5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比较情况（ x ±s）（分） 

组别 例数 病区管理 业务水平 沟通能力 自我认评 

观察组 30 97.40±2.17 94.18±2.08 91.29±2.23 91.85±2.69 

对照组 30 91.99±3.22 90.04±2.01 87.52±2.17 88.14±3.03 

t - 7.631 7.840 6.636 5.01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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