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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宫外孕围手术期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分析
惠燕 

（陕西省延安市妇女儿童医院  716000） 

【摘  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宫外孕围手术期患者心理状况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7 月 -- 2019 年 7 月收治的 98 例宫外
孕患者，根据入院时间排序后编号，遵循奇偶数分两组，给予对照组 49 例患者宫外孕围手术期常规护理，给予观察组 49 例宫外孕围手术
期护理干预，98 例患者均护理四周，对比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情况，得出结论。结果：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DS 评分与 SAS 评分
并无显著差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 SDS 评分与 SAS 评分明显降低，降低程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各项临床数据之间差异明显，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结论：护理干预能够帮助缓解宫外孕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焦虑，提高患者对手术治疗的依从性，降低抑郁程度，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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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是指受精卵着床于母体子宫外的位置并生长发育，胚胎
吸收母体营养逐渐长大，会造成母体腹腔出血，严重时导致孕妇大
出血而出现失血性休克[1]。因此，检查一旦确诊为宫外孕，临床治
疗是进行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对于孕妇的身体与心理都存在巨大伤
害，孕妇由于对宫外孕基础知识了解不足，导致产生非常严重的焦
虑与抑郁情绪[2]。因此，围手术期护理方案对缓解宫外孕患者消极
情绪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为探讨护理干预对宫外孕围手术期患者心
理状况的影响做出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7 月 -- 2019 年 7 月收治的 98 例宫外孕患者，
根据入院时间排序后编号，遵循奇偶数分两组，观察组 49 例患者，
年龄 23 – 38 岁，平均年龄为（26.34 ± 2.57）岁，初产妇 22 例，
经产妇 27 例。对照组 49 例患者，年龄 22 – 37 岁，平均年龄为
（25.37± 2.46）岁，初产妇 23 例，经产妇 26 例。98 例患者均经
临床诊断确诊为宫外孕，组间患者年龄、生产次数等一般资料对比
并无显著差异，具有临床可比性（P > 0.05）。 
1.2 方法 

49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临床对于宫外孕手术患者的常规护理，49
例观察组患者接受围手术期护理干预：①心理护理：在手术前与患
者进行沟通，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手术的必要性以及治疗的
大致流程，让患者对自身治疗有基础认识，同时叮嘱患者围手术期
的注意事项。了解患者对于手术治疗的情绪变化，针对性纾解患者
消极情绪，可以通过举例等手段增强患者对于治疗的信心；②人文
护理：对于已婚患者，要终止妊娠，患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有不舍心
情，同时也对之后受孕难易程度有担忧，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
需要讲解手术的基础知识，帮助患者了解手术对孕妇身体、往后受
孕等影响关系，强调手术预后；针对未婚患者，会担忧自身病情的
传播，部分患者拒绝与主治医师交流，隐瞒自身身体状况。护理人
员要尊重患者不信任心理，与其沟通，恪守职业道德，建立与患者
之间的信任，耐心讲解，诱导患者交代既往病史以及月经史等。③
环境护理：包括病房环境以及语言环境。提供明亮干净的病房，保
证病房合适的温湿度，尽量温馨整洁，在整体上放松患者情绪，缓
解紧张抑郁心情；在围手术期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要轻松，不过于夸大病情，不营造紧张氛围，呵护患者情绪，提高
患者治疗依从性。④术后护理：患者手术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不适，护理人员要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康复训练，调理
患者身体，并普及术后需要注意的细节以及出院后对身体的调养。 
1.3 评价标准 

使用汉密尔顿焦虑表与抑郁评价表评判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变
化。 
1.4 统计学指标 

采用 SPSS14.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 ( - x±s) 表示 ,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 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对比情况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前 SDS 评分与 SAS 评分并无显著
差异，具有可比性（P >0.05）；经不同方式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SDS 评分与 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具体数据见如下
列表：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对比表 

SDS SA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n =49） 

59.62±11.25 48.25±10.45 66.45±11.78 47.85±10.67 

对照组 
（n = 49） 

59.95±11.77 53.68±12.04 65.89±11.89 54.33±11.05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宫外孕是临床妇产科常见的急症，患者临床症状一般为停经、

腹痛等。由于病情发病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起患者发生大出
血，严重时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目前临床上针对宫外孕的治疗为
手术治疗，成功率较高[3]。但由于患者对宫外孕的认知不够，加上
患者对身体的担忧，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心理。焦虑抑郁会严重
影响患者术后的预后，给患者身体带了不必要的损伤。因此，合适
的临床护理干预能帮助患者解决情绪问题，提高患者对临床治疗与
护理的信心[4]。 

本文为探讨护理干预对宫外孕围手术期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做出研究，通过心理护理、人文护理、环境护理以及术后护理等措
施，全方位解决患者的不同需求，降低患者对手术的抵触性。研究
结果表明：观察组 49 例患者经护理干预后，SDS 评分和 SAS 评分
显著降低，明显低于对照组数据，组间临床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说明合适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对手术
的焦虑与抑郁情绪，帮助疏解了消极情绪。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对宫外孕围手术期患者心理状态有积极影
响，针对性解决患者的情绪问题，给患者提供积极乐观的思想建设，
消除对手术治疗的担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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