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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临床中急性阑尾炎临床诊治研究

熊�卫*

丰城市孙渡街道卫生院��江西�丰城��331100

摘�要：目的：研究急性阑尾炎在普外科中的临床诊治效果。方法：将我院普外科收治的���例急性阑尾炎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例。对照组采取保守治疗，观察组采取手术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

比较。结果：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

腹痛持续时间及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手术的方式对急性阑尾炎进行治疗，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提升临床治疗效果，而且安全性极高，值得临床应用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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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性阑尾炎患者起病较急且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患者临床中会同时出现恶心、呕吐、右下腹持续性疼痛等表

现，若不能及时开展治疗患者病情会进行性加重，甚至会出现阑尾化脓穿孔表现，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尽早开展手术

治疗能够彻底治愈患者病情，但手术治疗作为创伤性治疗的一种也会引发多种风险事件，例如术后感染、肠梗阻、出

血等等，影响患者手术安全性，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对患者的护理干预方式进行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个性

化护理管理是优质护理的一种，其能够结合患者疾病特点、临床需求为患者提供护理干预，本次研究将对其干预效果

进行调查。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年��月�����年��月在本院收治的���例急性阑尾炎患者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为��a��岁，平均年龄（��������）岁；病程�a�G，对照组患年龄范围为��a��岁，平均年龄

（��������）岁；病程�a�G。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表

现为急性阑尾炎的症状，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且签署过手术同意书。

�����方法

�������对照组

采用保守治疗指导患者进行日常用药及健康饮食，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进展，防止患者出现感染。对患者使用头

孢类抗生素及甲硝唑进行静脉注射，观察并记录患者的腹痛情况。在治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复查血常规，根据患者临床

症状的改善情况决定是否出院>��。

�������研究组

采用手术治疗指导患者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手术前禁止喝水吃饭，患者入院后，对其进行补液，确保电解质及酸碱

的平衡，并防止患者出现感染。对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对患者进行皮肤消毒，保证无菌环境，切口位于患者的腹部右

下方，形状为斜形。先找出盲肠，然后顺结肠带找到阑尾位置，使用阑尾钳夹住阑尾细末，将阑尾离断，缝合残端>��。

�����研究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制定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判定：患者无腹痛、呕吐症状，肠胃功能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判定为显效；患

者腹痛症状明显减轻，肠胃功能有明显好转，临床症状明显消失判定为有效；患者腹痛、呕吐、等临床症状仍然存在

*通讯作者：熊卫，男，汉，����������，江西丰城，丰城市孙渡街道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副院长，本科，研究

方向：普通外科。



全科临床研究与实践国际全科医学�2021� 第2卷� 第4期

55

而且有所加重，肠胃功能没有得到改善判定为无效>��。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比较，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采用F��检验，以��������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表1��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 ��（�����） ��（�����） �（����） ��（�����）

参照组 �� ��（�����） ��（�����） �（����） ��（�����）

χ� �����

� ������

�����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腹痛持续时长及住院时长对比�

研究组患者胃肠功能恢复、腹痛持续时长及住院时长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住院时间、腹痛持续时间以及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G） 腹痛持续时间（K）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K）

研究组 �� ��������� ���������� ����������

参照组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为����%，参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研究组临床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3��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化脓性门静脉炎 腹腔脓肿 切口感染 肠梗阻 并发症

研究组 �� �（����） � �（����） � �（����）

参照组 �� �（����） �（����） �（����） � �（����）

χ� �����

� ������

3��讨论

急性阑尾炎患者起病急，且患者多伴随多种应激反应，例如呕吐、寒颤等等，此类患者多在急诊下开展手术治

疗，手术术前预留时间少，管理有限，因此增加了患者手术治疗的难度以及术后管理的难度>��。常规护理管理仅能

够提供患者病情管理，而个性化手术护理管理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系统性的护理管理，且

能够全面帮助患者改善不良行为和心态，提升患者手术治疗安全性>��。急性阑尾炎的发病原因多，发病人群较为广

泛，一旦发病，要抓紧治疗。急性阑尾炎主要发病症状表现为：腹部疼痛、肠胃不适、恶心呕吐等，如果发病后延

误治疗，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不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临床治疗中，采用手术治

疗的方式对急性阑尾炎患者进行治疗，其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使患者的症状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缓解，肠胃状况得

到良好的恢复，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预后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阑尾炎患者一旦发病应该抓紧时间进

行治疗，并采取措施注意避免化脓性门静脉炎、腹腔脓肿、切口感染以及肠梗阻等并发症的发生，来保证良好的预

后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观察组患者住院

时间、腹痛持续时间及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差异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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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急性阑尾炎患者实行手术治疗法进行治疗，能极大程度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其他多种并发

症的发病率，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及安全性，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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