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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使用思维导图的循证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  纳入我院

2022.06~2023.06 内收治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72 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和观察组（思

维导图的循证护理干预）各 36 例，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尿管留置时间、进食时

间、住院时间）和并发症总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临床各指标所用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且患者尿潴留、尿管堵

塞、膀胱痉挛和尿道出血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也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中对前

列腺增生症患者行思维导图的循证护理能够显著改善预后，加快康复，术后并发症较少，具有较好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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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using mind maps in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mind mapping), with 3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exhaust time, mobilization time, catheterization time, feeding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ime of each clinical 
inde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urinary retention, urinary tube obstruction, bladder spasm and urethral bleeding in patients was also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 based nursing 
with mind mapping for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clinical practi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rognosis, 
accelerate recovery,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have good application effects. 

【Keywords】Mind map; Evidence based nursing;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前列腺增生症，又称良性前列腺增生（BPH），随

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逐渐上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传统护理模式往往侧重于症状缓解，而忽略了

个体化的、系统性的护理方案[1]。因此，探索一种更为

全面、科学的护理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循证护理是基于

最新、最可靠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临床经验和患者的

实际需求，制定的最佳护理方案。它强调护理决策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为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提供了更加精准、

个性化的护理指导[2]。而思维导图的应用可以通过图形

化的方式将复杂的信息层次化、结构化地展现出来，帮

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问题、规划解决方案[3]。在前列腺

增生症的循证护理中，思维导图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研究中，即分析了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使用思维导图

的循证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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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我院2022.06~2023.06内收治的前列腺增生症

患者 72 例，患者均为男性。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36 例。对照组内患者年龄 46~79 岁，

平均（63.55±3.94）岁；病程 2~8 年，平均（5.16±1.21）
年。观察组内患者年龄 45~80 岁，平均（63.26±3.76
岁；病程 2~9 年，平均（5.42±1.50）年。两组患者间

情况相近（P＞0.05），可用于临床对比。患者均对研

究内容知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研究经过本院内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即术后指导患者多饮水、保

温护理、饮食调整等。 
观察组使用思维导图的循证护理。 
1.2.1 构建思维导图框架 
以“前列腺增生症循证护理”为核心关键词，设计

一级分支和二级分支，全面覆盖患者护理的各个方面。

一级分支包括基础护理、心理干预、健康教育、病情观

察与记录、个体化护理等；二级分支则进一步细化各项

护理措施。如将尿频、尿急等典型症状作为思维导图的

核心节点，围绕其展开护理措施，如定时排尿、减少刺

激性饮料摄入等。针对夜尿增多，设置夜间护理分支，

包括调整睡眠环境、使用夜壶等措施。 
1.2.2 一级分支具体措施 
1）术后常规进行膀胱冲洗，保持引流通畅，预防

血块堵塞。使用碘伏清洗会阴部，保持局部清洁干燥，

预防感染。定期翻身，保持床单位整洁，预防压疮。根

据疼痛程度给予适当镇痛治疗，减轻患者痛苦。指导患

者合理饮食，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预防便秘。 
2）心理干预：术前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解释手术过

程、预期效果及可能的风险，缓解其紧张情绪。术后关

注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

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3）健康教育：教育患者及家属识别出血征象，避

免剧烈运动。指导患者合理饮食，适量运动，预防便秘。

告知患者及家属压疮的危害及预防措施，鼓励患者定

时翻身。定期进行尿道扩张，预防尿道狭窄的发生。 
4）病情观察与记录：准确记录患者的漏尿量及漏

尿时间，为评估病情提供依据。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

征，包括体温、脉搏、呼吸和血压等。 
5）生活方式干预：推荐多吃冬瓜、西瓜等利尿食

物，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花椒、辣椒等。鼓励患者

进行适量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避免久坐不动。 
6）个体化护理：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尿量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饮水计划。指导患者进行肛提肌训练，增强盆

底肌肉力量，改善尿失禁症状。通过专业指导，进行盆

底肌的康复训练，提高控尿能力。鼓励患者记录排尿情

况，包括排尿时间、尿量及尿色等，以便医生评估治疗

效果。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情况，记录其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尿管留置时间、进食时间和住院时间。 
（2）对比两组患者尿潴留、尿管堵塞、膀胱痉挛

和尿道出血的并发症总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x±s
和 t 检验进行描述，P＜0.05 表示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指标对比 
经数据显示，两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尿管

留置时间、进食时间和住院时间对比，观察组用时均短

于对照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在对两组患者实施护理期间，两组尿潴留、尿管堵

塞、膀胱痉挛和尿道出血的并发症对比，观察组总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

表 2：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情况对比（ x s± ） 

组别 排气时间（h） 下床活动时间（h） 尿管留置时间（d） 进食时间（h） 住院时间（d） 

观察组（n=36） 13.75±3.63 22.08±4.38 4.09±0.74 12.15±2.97 5.97±1.22 

对照组（n=36） 18.51±3.97 26.80±4.92 5.88±1.25 16.01±3.44 7.31±1.44 

t 5.309 4.299 7.394 5.096 4.26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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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并发症情况对比[n,(%)] 

组别 尿潴留 尿管堵塞 膀胱痉挛 尿道出血 总发生率 

观察组（n=36） （%） （%） （%） （%） （%） 

对照组（n=36） （%） （%） （%） （%） （%） 

χ2 - - - -  

P - - - -  

 
3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BPH）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的泌尿系

统疾病，其临床表现包括尿频、尿急、尿失禁及夜尿增

多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其术后护理一直是医

疗领域关注的焦点。传统常规护理模式虽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患者恢复，但在在传统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

往往按照既定流程进行工作，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的

护理方案[4]。这导致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容易出现

排气不畅、下床活动困难、尿管留置时间长、进食恢复

慢等问题。此外，由于护理工作的繁杂性，还可能出现

护理遗漏或重复，进一步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5]。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图形思维工具，以其直观、清晰

的特点，在循证护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前列腺增生

症患者的护理中，思维导图循证护理可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使护理人员可以设计个性化的思维导图，明确

护理重点和目标，确保护理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6]。

通过思维导图，护理人员可以系统地规划患者的康复

计划，包括排气、下床活动、进食等各个环节的时间安

排，从而有效缩短患者的恢复时间。思维导图循证护理

注重预防泌尿系统感染，通过加强会阴部清洁、指导患

者多饮水排尿等措施，有助于减少尿管留置时间，降低

感染风险[7]。思维导图循证护理强调对护理过程的全面

监控和及时调整，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并发症

风险因素，从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8]。此外，思维导

图的应用使得护理工作更加有序、全面，避免了护理工

作中的漏项和重复，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使用思维导图循证

护理可在缩短患者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尿管留置

时间、进食时间和住院时间，以及减少并发症方面展现

出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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