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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化护理在泌尿外科机器人手术的应用

杨 阳，刘 静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盐城

【摘要】目的 本文探究分析泌尿外科机器人手术患者采用精准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 研究时

间以 2021年至 2022年期间我院各大外科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为选择标准，筛选其中 500 例为入组样本，采

用奇偶数字方法进行分组，均分为两组，分别行精准化护理（研究组）、以及常规护理（对照组），观察

两组护理后成效。结果 研究组恢复情况相比另一组体现较高优势 P＜0.05，焦虑、抑郁评分、不良反应发

生率显低于另一组 P＜0.05，且并发症发生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与另一组差异明显，体现 P＜0.05，呈现统

计学意义。结论 将精准化护理应用于泌尿外科行机器人手术治疗的患者中，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

绪，减少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尽快恢复，并缩短其住院时间，应用效果良好，临床实施价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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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cision nursing in urology Robot surgery

Yang Yang, Jing Liu

Yanche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eci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urology
robotic surgery patients.Method research time during 2021 to 2022 our urology surgical treatment for the selection
criteria, screening 500 cases for enrolled samples, using parity digital method for grouping,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line precision care (research group), and routine care (control group), observ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P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depression
score and adverse effec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 P <0.05,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showed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and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another group, reflecting P <0.05, show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Using precision nursing to patients undergoing robotic surgery in urolog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romote
patients' recover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horten their hospital stay, with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and obvious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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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医学不断进步，手术

类型不在局限于开刀手术，微创手术、腹腔镜技术

发展迅速，因其创伤小、恢复快等特点，已被广泛

应用于泌尿外科手术中[1]。泌尿外科机器人介入腹

腔镜具有较高灵活性，且手术视野图像精准，将手

术的可探查视野扩大化，其治疗过程更安全，更有

效。但大部分患者对此手术缺乏正确认知，且对医

疗技术、设备存在怀疑心理，焦虑、抑郁、恐惧情

绪多发，产生过重应激反应，严重影响手术顺利进

行，导致术后不良反应、相关并发症不断出现，不

利于患者的康复进度[2]。对此，我院收集 500 例行

机器人手术治疗患者，开展对比实验，分别以常规

护理、精准化护理应用于临床中，对比不同护理效

果。并验证精准化护理配合机器人手术，在带动护

理有效配合、维护微创医疗技术有效进行、提高治

疗成效方面的效果、价值，现本文对实施过程作详

细阐述，为临床医学提供数据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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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以2021年至2022年我院各大外科行机器

人手术治疗的患者为选择标准，筛选其中 500例为入组

样本，采用奇偶数字方法进行分组，均分为两组，对照

组年龄：（50-79）岁，均值：（53.67±3.49）岁，男性

女性患者例数：（134例、116例）研究组年龄：（50-80）
岁，均值：（54.02±3.51）岁，男性女性患者例数：（136
例、114例），所有患者均了解本次研究，并表示愿意

配合参加，排除：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患

者、严重肿瘤类疾病患者、意识模糊患者，纳入患者均

实施泌尿外科机器人手术，符合实验标准，组间差异（P
＞0.05）符合实验要求。

1.2方法

对照组行我院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精准化护

理干预，具体方法为：1）建立精准化护理干预小组，

对我科室参与护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讲解精准化

护理工作内容，包括：围术期护理重点、注意事项，

护理方法、预防性安全措施、临床操作技能、应变

能力等，并对护理人员心理护理、沟通方式、技巧

进行完善，确保护理有效性[3]。2）由护士长对患者

临床资料进行收集，并采用调查问卷形式对患者实

际需求进行统计、分析，制定针对性、精准化护理

方案。3）术前个性化访视：术前对患者基本信息进

行整理，对各项相关数据进行检查，确保患者身体

情况符合手术标准，对患者以往病史、过敏史进行

了解，为手术有效进行做好保障工作；对患者心理

状态进行评估，对严重焦虑、抑郁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了解患者发生原因，并给予针对性指导，鼓励

患者表达心理真实感受，对患者述说认真倾听，并

表示感同身受，并行语言鼓励、安慰患者，采用肢

体语言如轻抚患者后背、紧握患者双手，给予患者

心理安慰，建议其家属多陪伴患者，给予家庭支持，

结合深呼吸方法、缓解患者心理压力[4]；结合视频、

网络数据为患者介绍手术室环境、手术流程、医疗

设备、主治医生临床经验、成功治疗案例等信息，

提高患者信任感、配合度，对家庭经济困难患者采

用多种手段为患者争取社会支持，缓解患者经济压

力[5]；为患者进行术前健康知识宣教，讲解疾病发

生原因、手术治疗必要性、需配合要点、术后注意

事项、相关并发症预防、自我护理方法等相关知识，

并无偿发放健康手册，便于患者自行学习提高知识

储备，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并为手术进行做好充足

准备[6]。4）根据患者手术方案提前对机器人进行系

统调试，对数据连接线进行检查，并开机试运行，

确保无误后方可投入手术使用[7]。5）术中护理：辅

助完成安装机械手臂、机械臂器械工作，传递手术

用品时需谨慎，防止碰撞机械臂，镜头臂活动底座

与病人头部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术中不得变换患者

体位，并注意观察患者术中血压、心率、气腹压力

等数据变化，采用弹力袜，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

并对术中入体的液体进行适当加温，结合加热垫，

防止患者术中低体温的发生[8]。

1.3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制焦虑、抑郁评分量表，对患者焦

虑、抑郁进行评分；对所有患者临床恢复情况（麻

醉苏醒时、肛门首次排气时间、盆腔引流时间、住

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切口液化、下肢深静脉

血栓、肠梗阻）不良反应（肩背部痛疼、高碳酸血

症、肢体不适）数据进行统计，予以整合分析，并

对此做详细阐述，同时作为本研究数据支持。

1.4统计方法

实验所有数据全部借助专业系统软件 SPSS14.0处
理，实验人员对患者管理后的观察结果进行了详细地记

录，当中计数数据运用（χ±s，%）代替，两组差别比

照运用 t、χ2检测。若两组比照结果 P＜0.05，则说明

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2.1研究组、对照组患者恢复情况对比：麻醉苏醒

时间 （min） （24.19±3.15）、（41.29±3.76）；肛门

首次排气时间 （d）（1.26±1.07）、（2.94±0.91 ）；

盆腔引流时间 （d） （ 2.19±1.10 ）、（4.88±1.11）；

住院时间（d） （4.61±1.19）、（7.81±1.28），组间 P
＜0.05。

2.2研究组、对照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评分、抑郁

评分对比：护理前焦虑评分：（ 56.39±5.10 ）

（ 55.59±4.19 ）、抑郁（51.28±4.31）（52.18±3.47）；

护理后焦虑评分：（46.57±3.21）（45.47±1.77）、

抑郁（38.29±2.19）（39.57±1.57），组间 P＜0.05
2.3研究组、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切口液化

（2例，0.08%）、（12例，4.80%）；下肢深静脉血

栓（3例，1.20%）、（10例，4.00%）；肠梗阻 （2
例，0.08%）、（14例 5.60%）；总发生率（7例,2.80%）、

（36例,14.40%），差异明显 P＜0.05。
2.4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明显，研究组显现较

高优势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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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肩背部痛疼 高碳酸血症 肢体不适 总发生率

研究组（n=250） 2（0.08） 1（0.40） 3（1.20） 6（2.40）

对照组（n=250） 13（5.20） 12（4.80） 14（5.60） 39（15.60）

P ＜0.05

3 讨论

随着时代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接

受优质治疗的同时，更加关注对护理质量的要求，

常规护理方向注重对疾病的关注，缺乏护理的全面

性、精确性，已无法满足临床医学发展[9]。精准化

护理属个体化、精准性医疗护理模式，实施过程中

需要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明确患者个人、家庭关系、

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过程，全方位信息，给予患

者个性化护理措施的新型护理模式[10]。本次实践中，

为患者术前进行个性化探视，将手术治疗过程、方

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弊端进行讲解、对健康知

识进行普及、对医院医疗设施、医生经验进行全面

说明，使患者产生信任感，同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

心理支持，缓解患者不良情绪，解决患者经济危机，

将患者术前身体状态、心境，调整至最佳，为手术

成功奠定基础。通过术中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机器

人精准操作、对患者生命体征严密观察以及有效保

暖、并发症预防等工作有效、精准实施，并在过程

中严格遵守无菌操作，使患者术后创口感染、液化，

下肢深静脉血栓等相关并发症明显减少，肢体不适、

肩背部疼痛等不良反应显降低，同时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加速患者恢复进度，应用效果良好，通过患

者临床数据证明，精准化护理干预临床有效性、可

行性较高，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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