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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阳市中心医院
3%!3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行甲状腺手术患者中选取
53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
"!

例!根据临床护理路径表实

施围术期护理&对照组
"!

例!行常规护理$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

住院时间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短!住院费用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为
4,:9b

!同对照组的
3!,4&b

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43,95b

!同对照组的
5%,"4b

比较!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对于接受甲状腺手术治疗的

患者!在围术期应用临床护理路径!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缩短患者康复时间!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减少并发症发生!

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甲状腺手术&

!

护理路径&

!

临床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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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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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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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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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疾病在临床较为常见#女性患者较多#有数据显示#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对患者健康及生

活质量有较大影响)

!

*

+甲状腺疾病治疗方法较多#其中手术治

疗在临床应用较广#且治疗效果显著+但有学者表示#手术治

疗易引发多种并发症#影响患者康复#因此需加强护理配合)

3

*

+

临床护理路径作为一种科学的医护规范#可提高护理质量与效

率#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对两组患者护理方法进行

对比#探讨甲状腺手术患者围术期应用护理路径的临床效果#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从本院
3%!3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行

甲状腺手术患者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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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观察组
"!

例#男
!:

例#女
3"

例(年龄
33

"

94

岁#平均

$

$5,:g$,"

%岁(病症类型!

&

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

例为

结节性甲状腺肿瘤#

!"

例为甲状腺腺瘤#

4

例为单纯性甲状腺

肿+对照组
"!

例#男
!5

例#女
3$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

$4,!g$,3

%岁(病症类型!

9

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3

例为

结节性甲状腺肿瘤#

!$

例为甲状腺腺瘤#

!%

例为单纯性甲状腺

肿+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存在临

床可比性+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符合疾病诊断标准者(无手术禁忌证者(与

本研究配合者+

$,/,/

!

排除标准
!

重要脏器严重功能障碍者(凝血功能障碍

者(精神疾病患者+

$,'

!

方法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给予一般基础护理,饮食护理

及健康宣教等+观察组根据甲状腺手术特点#制订围术期临床

护理路径表#并将路径表内容向患者进行讲解#提高患者配合

度+护理人员严格按照路径表内容开展围术期护理服务#具体

内容见表
!

+

$,1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

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满意度并对比分析+护理满意度采取自

制满意度调查表#每位患者自行填写问卷+总分为
!%%

分#非

常满意为大于
5%

"

!%%

分#

9%

"

5%

分为满意#

9%

分以下为不

满意+

$,2

!

统计学处理
!

将研究所得数据录入
\P\\!4,%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MgF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b

%表示#采用
8

3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对比
!

见表
3

+观察组住院时间同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

月第
!3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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