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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合作干预对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
患者膀胱功能恢复的影响

陈宏,汪莎

摘要:目的
 

探讨多学科合作干预促进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膀胱功能恢复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150例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

患者按住院时间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75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多学科合作干预。比较两组

术后尿管留置时间、泌尿系感染发生率;术后1个月进行膀胱功能评估量表评分、残余尿测定及尿动力学检测。结果
 

观察组术后

尿管留置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术后1个月观察组膀胱功能恢复程度、

最大尿流率、逼尿肌收缩力、最大膀胱容量显著优于对照组,膀胱功能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多学科合

作干预可促进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膀胱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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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on
 

recovery
 

of
 

bladder
 

function
 

in
 

patients
 

after
 

total
 

extensive
 

hysterectomy.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undergoing
 

extensive
 

hysterectom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hospitalization
 

time,
 

with
 

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Catheter
 

indwelling
 

time
 

and
 

incidence
 

of
 

uri-
nary

 

tract
 

infe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bladder
 

function
 

score
 

measured
 

using
 

the
 

Measurement
 

of
 

Urina-
ry

 

Handicap
 

(MUH)
 

symptom-scoring
 

questionnaire,
 

amount
 

of
 

residual
 

urine
 

and
 

urodynamics
 

were
 

also
 

evaluated
 

at
 

1
 

month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catheter
 

indwelling
 

time
 

and
 

lowe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rat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0.01).
 

The
 

degree
 

of
 

bladder
 

function
 

recovery,
 

maximum
 

urinary
 

flow
 

rate,
 

detrusor
 

contractility
 

and
 

maximum
 

bladder
 

volu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reas
 

the
 

MUH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1
 

month
 

postoperatively
 

(P<0.05,
 

P<0.01).
 

Conclusion
 

Multidiscipli-
nary

 

intervention
 

can
 

promote
 

bladder
 

function
 

recovery
 

of
 

patients
 

after
 

total
 

extensive
 

hyster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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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功能障碍是指控制排尿的中枢神经或周围

神经受到损害引起的排尿功能障碍。广泛性全子宫

切除术手术范围广,创伤大,术后常发生膀胱功能障

碍[1-2],其发生率为33%~72%[3-4]。Zullo等[5]报道,
47%的宫颈癌患者根治切除术后膀胱储存功能障碍,
3%的患者排尿功能障碍,53%的患者出现压力性尿

失禁。Ralph等[6]报道,在宫颈癌根治术后12个月

内患者可发生不同程度的膀胱功能障碍。目前,促进

妇科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膀胱功能恢复的研究大

多是单一护理措施,膀胱功能恢复慢,甚至反复发作。
随着护理学的发展,护士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

重要作用和优势日益凸显,多学科合作模式应运而

生[7]。我院以妇科护理为核心,协同康复科、中医科、
神经内科、泌尿外科组建多学科合作干预团队,对广

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进行多学科干预,取得较满

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在

我院妇科接受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子宫颈癌Ⅰb 及Ⅱa 期或子宫内膜癌(累
及全宫颈)、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化疗效果欠佳,子宫

病灶持续存在)以及子宫肉瘤;②年龄18~75岁;③
沟通良好,无认知障碍;④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①并发严重内科疾病;②术前有盆腔手术史;
③术前有泌尿系统症状及体征;④并存大脑、脊柱功

能障碍及糖尿病等慢性病。共纳入患者150例,将
2017年1~7月的75例患者作为对照组,2017年8
月至2018年1月的75例患者作为观察组。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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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x±s)
腹部

手术史(例)
疾病类型(例)

宫颈癌 子宫内膜癌 恶性滋养细胞肿瘤 子宫肉瘤

病理分化程度(例)
高分化 中分化 低分化

对照组 75 47.53±6.32 10 39 20 10 6 30 26 19
观察组 75 48.96±8.25 12 30 27 15 3 35 18 22
统计量 t=1.192 χ2=0.213 χ2=4.216 χ2=2.059

P 0.235 0.644 0.239 0.357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给予妇科围手术期常规护理,由责任护士

进行护理,拔导尿管前3
 

d开始夹管,每4小时放尿1
次,以训练膀胱功能,拔尿管后测量残余尿量,残余尿

量>100
 

mL者重新留置导尿管;会阴擦洗2次/d。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多学科团队合作护理

干预,具体如下。
1.2.1.1 成立多学科合作干预团队

 

 组建多学科合

作干预团队,共计14人。由妇科主任、护士长担任组

长,其他成员包括妇科护士4人(担任专项护士,本科

学历、工作>5年的护师),康复医生、治疗师各1人,
泌尿外科医生、护士各1人,中医科医生、保健师各1
人,神经内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各1人。组长主要负

责团队创建、工作制度制订、培训质控与考核、实施方

案督导;核心成员为专项护士,负责全程为患者提供

多学科护理;其他专科成员负责对专项护士进行理论

授课,专科技能培训及考核,使其掌握相应的治疗措

施,共计24学时。
1.2.1.2 工作方式 建立“多学科合作微信群”,由
多学科合作干预团队医护人员组成。专项护士遇到

疑难问题可以随时在微信群反馈患者病情,根据各专

科成员的建议及时调整护理方案;各专科成员在多学

科合作干预实施期间根据专项护士需求到妇科进行

现场指导;每个月召开1次小组会议,由专项护士汇

总并汇报该月病例资料,再由各专科成员针对专项护

士的操作规范性、一致性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多学

科融合,监督实施效果。
1.2.1.3 多学科合作干预方法 将康复科、泌尿外

科、中医科、神经内科及妇科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有机

整合,由专项护士全程负责多学科干预的实施。广泛

性全子宫切除术常会损伤膀胱的神经、血管、肌肉,加
之麻醉、感染、心理的影响,基于“生物节律交替理论”
采用主动、被动交替训练方式[8]。①心理干预。入院

后由专项护士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制定针对性

的心理干预方案。告知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对膀胱

功能的影响,指导患者学会自我心态调整。定期开展

病友座谈会,交流治疗体会,同时发放膀胱功能康复

相关知识小册子。②妇科干预。在导尿管留置期间

加强护理,会阴擦洗3次/d。嘱患者有阴道分泌物及

时更换内裤,保持外阴清洁,以减少泌尿系感染的发

生和对尿道的刺激。③泌尿外科干预。入院后由专

项护士指导患者落实饮水计划。患者晨起至18:00
每2小时饮水200~250

 

mL,若饮入流质则减去相应

分量的饮水。饮水量应在半小时内缓慢饮入,避免快

速大量饮水,18:00以后尽量不要饮水,20:00后不再

饮水[9]。每2天检查记录1次,同时评估其有效性,
根据患者饮水习惯及尿量指导患者动态调整。术后

患者能够正常饮水后开始执行前述饮水计划直至出

院。④康复科干预。术前及术后麻醉消退后由专项

护士指导患者进行缩肛训练及排尿中断训练。缩肛

运动:指导患者在不收缩下肢和臀部肌肉的情况下自

主、有效、主动收缩耻骨和尾骨周围的肌肉,收缩维持

6~10
 

s/次,共30~50次,再快速一缩一舒200回,
3~4次/d。排尿中断训练:每次排尿期间患者刻意中

断排尿,从而训练膀胱内外括约肌和逼尿肌的收缩、
协调能力。⑤中医科干预。术后第1天开始专项护

士对患者进行体表穴位电刺激、艾灸及穴位按摩的保

健操作至出院。体表穴位电刺激:采用麦澜德生物刺

激反馈仪(MLD
 

B4),取4片专用电极片,2片放置于

耻骨联合上缘膀胱区,另2片放置于骶S2~S4 处,由
体表直接刺激膀胱逼尿肌,强度20~40

 

mA,以患者

主观感觉舒适、无痛感为度,2次/d,每次20
 

min,被
动激活兴奋性或抑制性的神经通路,从而调节膀胱、
尿道外括约肌和盆底肌的功能。艾灸:采用温和灸对

关元(单)、会阳(单)、足三里(双)、百会(单)、天枢阴

陵泉(双)、八髎、命门(单)等穴施灸[10],燃烧器与施灸

穴位之间的距离保持1~2
 

cm,每穴灸至温润潮湿为

度,每穴20
 

min,1次/d。穴位按摩:对双侧阴陵泉、
三阴交、足三里进行点按,每穴3

 

min,2次/d。
 

1.2.2 评价方法
   

1.2.2.1 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泌尿系感染情况 术

后拔尿管之前记录患者尿管留置时间(残余尿量<
100

 

mL且能自主排尿时拔出尿管),通过尿路感染症

状及尿液常规分析评估患者术后泌尿系感染情况(清
洁离心中段尿沉渣白细胞数>10/HP,有膀胱刺激症

状)。
1.2.2.2 术后1个月膀胱功能客观评估 ①残余尿

量测定。嘱患者饮水并自主排尿,腹部B超测定残余

尿量。尿潴留级别依据残余尿量测定,Ⅰ级:患者无

排尿障碍,膀胱功能恢复好;Ⅱ级:患者有残余尿

(50~100
 

mL),膀胱功能恢复尚可;Ⅲ级:患者有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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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100
 

mL),膀胱功能恢复一般;Ⅳ级:患者拔除尿

管后自行小便障碍明显。分级越高说明患者术后膀

胱功能恢复越差。②尿动力学指标检测。采用尿流

动力学仪测定贮尿期最大膀胱容量、排尿期逼尿肌收

缩力、最大尿流率。
1.2.2.3 术后1个月膀胱功能主观评估 膀胱功能

主观感受采用膀胱功能评估量表(Measurement
 

of
 

Urinary
 

Handicap
 

scale,MUH)[11]进行评估,MUH
是一种简单评估膀胱功能障碍的主观症状严重程度

的方法,共包含7项内容,分别对每一症状(包括忍尿

时间、渗尿情况、昼夜排尿频率、尿失禁类型、排尿困

难、尿潴留)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分,各项内容均设置为

0~4分(症状由轻到重评分),评分越高症状越严重。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GraphPad

 

Prism7.0软件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及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术后尿管留置时间、泌尿系感染率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术后尿管留置时间、泌尿系感染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尿管留置时间

(d,x±s)
泌尿系感染率

[例(%)]
对照组 75 9.35±1.21 13(17.33)
观察组 75 5.52±0.85 4(5.33)
统计量 t=22.430 χ2=5.374

P 0.000 0.020

2.2 两组术后膀胱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术后膀胱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对照组 75 49(65.33)11(14.67)10(13.33) 5(6.67)
观察组 75 60(80.00)10(13.33) 3(4.00) 2(2.67)

  注:两组比较,Z=-2.197,P=0.028。

2.3 两组术后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术后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x±s

组别 例数
最大尿流率

(mL/s)
逼尿肌收

缩力(cmH2O)
最大膀胱容量

(mL)
对照组 75 14.21±3.22 32.36±12.12 280.23±11.23
观察组 75 23.25±5.11 38.15±13.57 411.35±12.53

t 12.960 2.756 67.490
P 0.000 0.006 0.000

2.4 两组术前、术后1个月 MUH评分比较 见表

5。
3 讨论

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后出现膀胱功能障碍的主

要原因包括:自我认知失调和过度对病情关注引起紧

张和恐惧;手术导致盆底肌肉损伤、薄弱;麻醉造成膀

胱失去排尿记忆功能;术中损伤膀胱交感、副交感神

经;术后长时间留置导尿管引发泌尿系感染。本研究

正是针对以上原因,整合各专科手段的特点寻求改善

膀胱功能障碍的最佳干预措施。
表5 两组术前、术后1个月 MUH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1月 t P
对照组 75 0.86±1.25 2.88±1.53 8.854 0.000
观察组 75 0.75±1.34 2.25±1.87 5.647 0.000

t 0.520 2.258
P 0.604 0.025

3.1 多学科合作干预对患者术后泌尿系感染的影

响 术后尿潴留、长时间留置导尿管是引发泌尿系

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手术部

位邻近膀胱副交感神经及交感神经,且该术式手术

范围大、时间长、术后需常规卧床、留置尿管,加上患

者不习惯床上排尿等原因,容易引起尿潴留。尿管

长期置于尿道内,破坏尿道的正常生理环境和膀胱

对细菌的防御能力,减弱尿道黏膜对细菌的抵抗能

力,影响尿液对膀胱内细菌的冲洗作用,因而留置尿

管的时间越长,尿路感染发生率越高,进而导致尿管

留置时间更长,形成恶性循环过程[12-13]。本研究观

察组通过多学科合作干预手段,较对照组术后尿管

留置时间显著缩短,泌尿系感染率显著下降(P<
0.05,P<0.01)。心理因素与排尿密切相关,是导

致术后尿潴留的重要因素之一[14]。多学科合作团

队通过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消除不良的情

绪反应,从而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减少对其心理及

生理的刺激,预防尿潴留的发生。合理饮水计划的

目的是保持膀胱接近正常收缩功能,有正常排尿的

记忆,防止尿量过多或过少,有利于膀胱恢复正常舒

缩状态[15]。同时,自主、有效的提肛肌训练可增强

盆底肌的作用,提高尿道括约肌的功能,可促进膀胱

功能的恢复。有研究报道,盆底肌肉训练可使盆底

内、中、外三层肌肉明显强壮,收缩力增强,促进自主

排尿,进而减少尿管留置时间,预防泌尿系感染的发

生[16]。
3.2 多学科合作干预对患者术后长期膀胱功能恢复

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1个月作为患者术后长期膀胱

功能恢复的观察时间点。通过残余尿量测定、尿流动

力学指标以及膀胱功能评估量表来评价膀胱功能恢

复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最大尿流率、逼尿肌收

缩力、最大膀胱容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
而膀胱功能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多

学科合作干预可加快术后长期膀胱功能的恢复。术

后电刺激治疗主要是通过刺激盆腔组织器官或支配

它们的神经纤维和神经中枢,人为激活兴奋性或抑制

性的神经通路,从而调节膀胱、尿道外括约肌和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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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的功能,或对神经通路的活动产生影响,最终改变

膀胱尿道的功能状态,改善储尿或排尿功能[17-18];此
外,中医针灸学中经络与神经关系密切,神经在循经

感传中起感觉作用,是经络的组成部分,按摩足三里、
三阴交、阴陵泉、阴谷穴可以增强膀胱逼尿肌的收缩

能力[19];而艾灸可通过促进损伤神经再生,调控支配

膀胱、尿道的中枢和周围神经的兴奋性,从而恢复自

主排尿功能。
综上所述,对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患者给予多学

科合作干预有助于恢复其膀胱功能。然而,本研究采

用的多学科合作干预模式仍有不足之处,如各专科干

预手段的配合衔接问题、专项护士操作的标准化问题

等,需进一步优化协调;另外,本研究纳入病例数量有

限,仍需多中心、大样本量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多学科合作干预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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