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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输尿管结石手术患者认知水平及复发情况的影响 

钟浩然 

郑州人民医院  河南郑州 

【摘要】目的 探究优质护理干预对输尿管结石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及术后复发情况的影响。方法 以我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治的 50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25 人，对照组所有患者予以护理常规进行干预，观察组所有患者予以优质护理进行干预，两组患者干预时

间相同，干预后对比患者对疾病认知及术后疾病复发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经相同时间不同护理方案干预后，结

果显示，观察组疾病认知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疾病复发率明显高于

观察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输尿管结石患者治疗过程中采用优质护理进行干预，其效果

可观，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以此提高患者的自我防护能力，降低复发率，值得运用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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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on cognitive level and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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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disease cognition and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ll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25 people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and all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time was the same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disease cognition 
and postoperative disease recurrence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intervened by 
different nursing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ease cognition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diseas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reteral calculi has a considerable effect, and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cognition of the disease, thereb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self-protection ability and reducing the recurrence rate. It is worth using th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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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输尿管结石为泌尿外科常见病，原发性输尿管结

石较为少见，多数患者是由肾结石排出过程中，在输

尿管受阻无法排除体外，从而形成输尿管结石，病情

较轻者可自行排石，若无法自排则需进行手术[1]。据流

行病学显示，该疾病男性发病率远高于女性，且 40 岁

-60 岁为疾病高发阶段，人体输尿管存在三处生理狭窄

（肾盂与输尿管移行处、输尿管跨髂血管处、输尿管

进入膀胱内壁处）为结石高发部位，按病发位置可分

为输尿管腹段结石、输尿管盆段结石、输尿管膀胱段

结石[2-3]。该疾病患者常伴肾绞痛、尿血、肾积水、梗

阻等症状，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如未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可危及患者生命安全，临床多采用手术治疗

该疾病，见效快但疾病复发率较高[4]。有报道指出，输

尿管结石患者治疗期间采用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优

质护理）能确保疗效，降低疾病复发率[5]。本次实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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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优质护理对输尿管结石患者进行干预，观察其疾

病认知水平及术后复发情况，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治

的 50 例输尿管结石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即对照组与观察组，25 人一组。观察组中男 14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27.24±1.46）岁，其中输尿管腹段

结石患者 10 人、输尿管盆段结石患者 6 人、输尿管膀

胱段结石患者 9 人；对照组中男 17 例，女 8 例，平均

年龄（26.28±1.62）岁，其中输尿管腹段结石患者 8
人、输尿管盆段结石患者 7 人、输尿管膀胱段结石患

者 10 人。将所有患者年龄、性别、临床表现、疾病类

型等资料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组间数据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在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同意下进行，研究纳入标准：①经检查后，确诊

为输尿管结石患者，且本人或患者家属知晓研究内容

并自愿签订同意书；②患者无法通过自排或药物治疗，

需进行手术介入者（结石大于 10mm）；③本人及家属

知晓手术风险，同意参加手术者；④无交流认知障碍

者及手术禁忌症；排除标准：①患者及家属知晓研究

事项不同意参与此次研究者；②患者存在精神类疾病，

无法正常交流者；③不具备手术条件者，如全身出血

性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者。 
1.2 方法 
对照组：对该组别所有患者进行护理常规干预，

如体征监测、知识普及、行为干预、饮食干预及讲解

术中术后并发症等。 
观察组：该组别所有患者均采用优质护理进行干

预，详情如下： 
入院护理：所有患者入院后由护理人员送至相应

的床单位，介绍相关环境，随后进行体征检测，将患

者实际数据记录在册，同时对其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若发现不良情绪，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疏导，使患者

保持身心愉悦，尽量满足患者合理的生理与心理需求，

多鼓励多倾听，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利于后续治疗。

患者安排妥当后据患者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治疗时

间。 
健康普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普及，

包含疾病基础知识、治疗方法、过程、术中并发症、

注意事项、术后预防等，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

讲解过程中尽量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同时还可采用

知识手册、宣讲会、音视频等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普

及。 
心理护理：采用适当的疏导方式，如一对一疏导、

营造舒适的环境、疾病知识普及等，减少患者因对疾

病未知的负面情绪，树立治疗疾病的自信心，提高治

疗依从性，利于手术顺利完成。 
行为及饮食干预：作息时间、运动等方面进行干

预，叮嘱患者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据患者个人

情况适当运动，以此提高身体素质，有利于康复。根

据医嘱指导患者饮食，忌烟忌酒，少食用刺激性食物、

适量食用高蛋白食物，营养均衡为主，饮水量尽量满

足每日人体所需。 
手术护理：患者手术开始前，再次讲解手术过程、

如何配合手术及相关注意事项，如术前是否禁食禁水、

忌吸烟酗酒等。患者进入手术室前指导其进行深呼吸，

消除紧张感。此外，护理人员需提前将手术过程中所

涉及的医疗器械进行检查，是否可正常使用、位置是

否摆放到位、是否完成消杀工作，以确保手术的无菌

操作，降低患者感染风险，若术中存在麻醉，需配合

麻醉师完成工作。手术过程中，严密监测患者的各项

生命体征（心电监护），与患者交流，问询是否存在

不适感，若出现不良反应，配合主刀医生进行紧急处

理。术后进行并发症护理及指导患者用药，严格叮嘱

患者遵医嘱用药，若患者无法自主用药，护理人员可

配合其家属帮助患者使用相关药物。 
出院指导：据患者术后恢复情况，以不感到疼痛、

无术后并发症、可自主活动为标准，进行相对应的出

院指导，如办理出院所需手续、术后预防、用药指导、

饮食及功能锻炼等。并叮嘱患者固定时间到我院复查，

以判定疾病的恢复情况。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经不同护理方式干预后，对比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及术后复发情况。疾病认知水

平则采用我院自拟问卷调查表，该问卷表包含疾病基

础知识、疾病预防知识等，总分值为 100，患者分值越

高则表明其认知水平越高，复发情况则采用复发率进

行判定，疾病复发率= 复发人数

组别总人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经处理后，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进行对比分析，其中[n,(%)]表计数资料，结

果用卡法进行检测，（ sx ± ）表计量资料，结果用 t
值进行检测，P＜0.05 则表示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疾病认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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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将患者随机分组后，经不同护理模式干

预后，对比患者疾病认知，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疾

病认知水平远不如观察组患者，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疾病认知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疾病认知问卷分数 

观察组 25 84.25±2.14 

对照组 25 71.24±1.26 

t - 26.194 

P - 0.001 

2.2 复发情况对比 
本次研究将患者随机分组后，经不同护理模式干

预后，对比患者疾病复发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术后复发率远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术后疾病复发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疾病复发人数 疾病复发率 

观察组 25 1 4%（1/25） 

对照组 25 4 16%（4/25） 

χ2 - 1.864 8.000 

P - 0.174 0.005 

3 讨论 
输尿管结石为急性病，患者常表现为急性腹痛、

发热等[6]。临床治疗该疾病有保守治疗（药物治疗、自

排治疗）及手术治疗，保守治疗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复

发情况严重，自排治疗即对患者进行行为干预，建议

多喝水多排尿，但多用于 5mm 以下的结石患者；药物

治疗多用于结石 5-10mm，结石下输尿管无梗阻，停留

时间较短的患者，但药物不存在绝对的又快、又好、

又有效，据患者个体不同治疗效果均不同，且上述两

种治疗方式复发率较高，故临床常采用手术进行治疗
[7]。手术治疗能有效对结石处进行针对性治疗，其治疗

效果可观，可有效降低患者复发率，但由于许多患者

对疾病的认知不足，不具备一定的自我防护能力，常

因各种诱发因素致使疾病复发，为减少复发情况，需

采取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干预，以此提高

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及相应的预防措施，提升自我

防护能力[8]。临床护理多采用传统护理常规，该护理方

式内容较为简单，如基础护理、病痛护理、用药指导、

医嘱查对等，其目的主要为治疗疾病，且患者治疗过

程中并非同一护理人员经手，而是每阶段有不同的护

理人员实施工作，属分段式护理模式[9]。从整体而言，

护理常规局限性较大，未注重患者的整体、全面护理，

总体来说较为死板、固化，缺乏个性化护理，对患者

的心理方面不够重视，已不能满足输尿管结石患者的

护理需求[10]。 
优质护理是现代护理不断发展衍生的一种护理模

式，该模式强调病人为中心，由传统护理常规中的分

段式护理转化为责任式护理，将护理责任落实到每位

护理人员，从而为患者提供全程、优质、舒心的护理

服务[11]。且该模式将护理基础进行了强化，从心理、

生理、行为干预、健康普及等多面对患者进行干预，

据患者个体不同、需求不同，制定相对应的护理方案，

将不必要的流程简化，为患者提供高效、低耗、安心、

满意的专业护理。优质护理的内涵为满足患者合理的

需求、保证其生命安全、保持其机体舒适、疏导平衡

其心理状态、以优质专业的护理取得患者与社会的支

持，以此提升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本次研究将所有

患者随机分组后，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进行

干预，结果显示，经优质护理干预后的观察组患者认

知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传统护理常规干预后的对照组患者疾

病复发率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综上所述，据此次研究可知输尿管结石手术患者

治疗过程中采用优质护理进行干预，其效果可观，能

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和术后防护，提升了患者

的自我护理能力，以此降低其术后疾病复发风险，值

得运用该护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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