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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管理在胆结石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刘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探析实施综合性管理在胆结石患者护理中的影响作用。方法 选择我院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一年间收治的 90 例胆结石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将患者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45
例，使用常规护理）和研究组（45 例，实施综合性管理）。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完成后的效果进行收集和分析。结

果 两组在接受护理干预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SDS 和 SAS 评分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结论 在对胆结石患者实施护理时，综合性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改善不良情绪状态，有显著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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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gall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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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gallstones.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gallston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tween March 2023 and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target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5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 study group (45 case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ursing care 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completion. Results Both groups achieved 
certain effec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interventions, bu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DS 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of patients with gallstones during nursing care, and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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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是由胆道内部组织构成的一种结石，其生

成与多个地区、族群以及饮食模式等多个因素有密切

关联[1]。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加强护理干预能够明显减

轻患者的疼痛感，缓解患者的病症，这也是治疗患者时

能够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的一个方式[2]。综合管理模式

的特点是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且多角度的照护服务，以

确保治疗的目标和效果都在得到实现[3]。本研究中，即

分析了实施综合性管理在胆结石患者护理中的价值，

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一年间收治

的 90 例胆结石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所有患

者均在我院确诊胆结石，且意识清醒。根据在护理方式

上的差异将患者划分为两组：对照组（包含 45 名受试

者，男性 24 名，女性 21 名，平均年龄范围 45.24±1.71
岁）；而研究组（涵盖 45 名受试者，其中男性 25 名，

女性 20 名，平均年龄是 45.82±1.63 岁）。在对两组

患者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这些数据间的

不同从统计学角度看，并不具有明显的显著性（P＞
0.05）。所有参与的病人都已全面地了解这一研究，并

且已经签署了与调查相匹配的知情同意文件。我院的

伦理委员会已经对这份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并已

经正式对该研究给予了批准。 
1.2 护理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对照组仅需实施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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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性管理，具体方法如

下： 
（1）组建了一支全面的护理工作团队：团队中的

成员涵盖了主治医师、护士长、护士等。每位加入团队

的成员在开始他们的正式工作之前，需要接受有关腹

腔镜手术、胆结石诊断、心理照护以及预测性护理的专

业培训，并经过严格的评估，方可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必

要的护理干预。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分析了过去使用

腹腔镜胆结石手术治疗患者可能会对手术进度和术后

恢复造成影响的因素，确认了存在的临床问题，并基于

这些问题在在线知识库中筛选出了相关文献。结合医

院的实际需求、患者的需求、病情和过去的护理经验，

我们初步确定了可能的护理干预方案。 
（2）构建个体的个人信息文件。在患者开始接受

住院治疗的阶段，我们会分发一本涵盖胆结石和腹腔

镜手术全面知识的手册，以便患者能够创建个人资料，

其中包含了基本信息、治疗计划、治疗进展情况、病情

状况以及检查数据等。科室医生和专门的护士会根据

病人的具体病况来共同探讨并确定需要的护理措施，

以确保实施的护理措施是有效和可操作的。 
（3）在护理措施方面：①术前的全面护理不仅包

括身体巡查和信息教育，也应对患者在心理因素、睡眠

体验、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状态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②术中步骤：在病人被放入手术室前，需先调冷体温。

当病人被转移到手术桌后，应立刻实施温度保存手段，

并对其基线温度进行测量。若在麻醉触发前体温不超

过 36℃，则应立刻采取积极的加热保暖法，持续时间

不少于 20 分钟。③手术尾声：当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

协同医生一起开始手术的最后步骤，唤醒病人并通知

他手术的大致情况。手术结束之后，患者被转移到手术

复苏室进行全面的医疗监护，只有在确认没有任何异

常状况后，医生才会将他们送到普通病房进行手术状

态的交接，以供未来的手术后管理和护理工作参考资

料；④手术之后，如果病患未出现恶心或呛咳等副作

用，可以适时提供流质食品，并始终遵循食物清淡和易

于消化的治疗方式。为了确保机体的营养需求，手术后

需要对补水量进行控制，这主要是依赖口服的方法。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要统计两组患者在相应护理之后的生活

质量和情绪状态。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数据采用 χ2 和%来表示，P 值小于 0.05 意味着数据之

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对比 
经过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结

果揭示，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并且这种差

异在统计学层面上具有显著性（P＜0.05），如表 1 所

示。 
2.2 情绪状态对比 
经过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结果

揭示，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并且这种差异

在统计学层面上具有显著性（P＜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心理 生理 社会 正常生活 

对照组 45 18.16±2.34 17.36±2.43 18.22±2.14 18.15±2.44 

研究组 45 22.41±2.50 22.74±2.57 22.46±2.73 21.79±2.54 

χ2 - 8.326 10.204 8.200 6.93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SDS、SAS 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DS SAS 

对照组 45 54.35±5.06 56.37±4.73 

研究组 45 44.82±4.35 41.65±5.01 

χ2 - 9.581 14.332 

P - 0.001 0.001 

 
3 讨论 尽管腹腔镜手术始终追求对患者身体的最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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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但由于手术治疗的侵入性操作，

很难完全避免对机体的刺激[4]。患者在手术期间的不良

情绪、疾病状况等都是影响患者术后恢复质量的关键

因素。尤其是负面情绪，作为手术治疗中患者身体应激

状态的高风险独立触发因素，应当受到重要关注。临床

上针对胆石症手术患者采取针对性有效护理方案具有

重要意义[5]。传统的胆结石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模式，

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并根据患者的生

理和病理不适提供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这样做的目

的是确保手术的顺利完成，同时减少因医疗措施可能

产生的各种不适反应[6]。然而，这种护理模式是从医疗

需求的角度出发，却忽视了患者自身的需求，导致患者

在这种模式下只能被动地接受护理，对护理措施的实

际效果了解不足，无法激发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往往会

导致效果大打折扣[7]。因此，临床上需要一种全新的护

理方式，即综合管理护理措施，以应对当前我国医院中

常见的多种疾病问题。综合性管理护理措施指的是，在

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护理人员会对可能出

现的各种风险事件进行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以增强患者对医护措施的信心，提高他们的配合度，从

而对手术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该护理模式能够有效

避免因各类因素而导致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情况，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负担[8]。基于循证医学的理

念，综合性护理管理模式在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

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事件进行了预测，并制定

了相应的预防措施[9]。这不仅增强了患者对医护措施的

信心，也提高了他们的配合度，从而为手术康复带来了

积极的影响。此次研究分析表明，通过对研究组实施综

合性管理，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SDS 和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综合性管理在胆结石患者护理中有显

著积极的应用效果，能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

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有较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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