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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在胆囊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周  幸
洪湖市人民医院协和洪湖医院 湖北 洪湖 433200

【摘  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在胆囊炎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该院 2022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胆囊炎患者进行研究，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护理，剩余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心理护

理和健康教育，为观察组。结果：观察组 SAS、SDS 评分较对照组更低，治疗依从性为 96.67%，较对照组的 76.67%
更高，2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状况，促使

治疗依从性量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值得广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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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olecys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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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olecystit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holecystiti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had 30 patients who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rest patients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which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was 96.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76.67%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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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炎作为临床常见且多发的消化系统病症，有急

性、慢性之分，近年来的发病率呈现的一直都是不断升

高的态势，发热、食欲减退、恶心、呕吐、黄疸等均是

该病较明显临床症状 [1]。胆囊炎病因和胆囊管梗阻、细

菌感染、创伤等因素之间均存在某种关联，因胆囊炎临

床诊疗是一种侵入性操作，再加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较低，其内心会积攒大量烦躁、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

若患者长期沉浸在此种不良心态中，势必会使治疗效果

受到较大影响 [2-3]。本研究对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运用

成果进行了细化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象是我院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收治 60 例

胆囊炎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30 例。观

察组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25~70 岁，对应平均值

（38.04±3.12）；对照组男女比例 18:12，年龄 28 ～ 70

岁，中位数（38.15±3.08）。简单分析患者一般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用药指导、生命体征监测、日

常巡视、饮食指导、对症护理等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1）

健康教育：住院后，询问患者年龄、文化水平，在交谈

中掌握患者的疾病认知度，通过宣传手册、一对一面谈、

播放视频、讲座、图文配合等多种方式对胆囊炎病因、

治疗方案、预后等内容作出详细介绍。用药前，告知患

者药物用法用量、常见不良反应等，尽量避免用医学术

语介绍，用简单通俗的话语及时解疑答惑，尽可能打消

其内心顾虑，使其依从配合度得到有效提升。术前，少

吃高油高脂食物，安抚其情绪，做好术前准备等；术后，

对患者临床指标的波动情况予以动态化监测，观察患者

是否出现腹痛、发热等不良现象。待胃肠功能恢复、肛

门排气后，可进食少量流质食物（面条、米糊等），逐

渐过渡到正常饮食（以清淡、易消化、高维生素、高优

质蛋白饮食为主），严防复发。术后 6h 平卧，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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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稳定后，调整到半卧位，指导患者尽早进行床上活动，

术后 2d 指导患者进行适当床下活动。（2）心理护理：

用真诚、温和的态度和患者沟通，介绍病房环境，缓解

内心恐惧。在交谈中引导患者讲述内心顾虑，并在适当

时机展开个性化心理疏导，赢取其信任，在有效沟通的

基础上提高其依从配合度。嘱咐家属在空闲时间多来陪

伴患者，亲人的鼓励对患者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支

持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介绍术后常见不良反应，如

有异常，嘱咐患者立刻与医护人员取得联系，以便迅速

采取对症处理。绝大部分患者在面对并发症时都会表现

出极度恐慌，护理人员需对并发症诱发原因、治疗方法

等相关知识作出及时讲解，缓解其紧张、恐惧、郁闷等

负性情绪，并用自身积极乐观的情绪感染患者，让其以

健康平和的心态度过整个围术期。

1.3 观察指标

焦虑（SAS）、抑郁（SDS）自评量表各有 20 个条目，

依照症状的出现情况分为 4 个等级，分数越小表示患者

内心积攒的负性情绪越少。

完全依从：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各项工作；基本依从：

少有抵触行为，沟通后的配合度较高；不依从：拒绝配合。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1.0 展开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P ＜ 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情绪评分

较之干预前，观察组的 SAS、SDS 评分更低（P<0.05）。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心理情绪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SAS 干预前 SDS 干预后 SAS 干预后 SDS

观察组 30 62.74±6.38 62.49±6.50 33.65±5.74 36.58±6.02

对照组 30 62.26±6.40 61.97±6.35 48.70±6.32 49.87±5.89

t - 1.413 1.035 10.463 15.228

P - 0.102 0.210 0.000 0.000

2.2 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达 96.67%，较对照组的 76.67% 更高（P<0.05）。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依从性对比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 30 18（60.00%） 11（3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11（36.67%） 12（40.00%） 7（23.33%） 23（76.67%）

X2 - 17.311

P - 0.000

3 讨论

胆囊炎多在不经意间突发，若急性胆囊炎患者发病

后未及时就医诊治，则会变成慢性胆囊炎，给患者日常

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不利影响。胆囊炎临床表现多见于

右上腹剧痛、绞痛、恶心、反酸、嗳气等，因患者对疾

病知识不甚了解，在错误认知的困扰下，烦躁、焦虑、

恐惧等负性情绪积压于心，治疗依从性持续降低，治疗

效果大受影响 [4-5]。临床常用药物、手术方式治疗该病，

患者临床症状得以改善，有研究指出，心理健康状况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因而，为使疗效得以强化、

康复进程得以优化，全面、高效的护理干预极为重要。

常规护理仅是遵医嘱对患者进行简单基础的常态化

护理，无法对患者心理、情绪、社交等多方面需求作出

及时回应，护患尚未建立亲密融合的和谐关系，护理效

果并不尽如人意 [6]。进一步深化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调

节心理健康状况是使疗效得到可靠保障的重要基础，所

以，护理人员在普及疾病知识的同时，还需配合个性化

心理疏导。首先，对胆囊炎基本病理知识进行大致介绍，

树立正确疾病认知观，其次，还需将术后不良反应告知

患者，以免其过度担忧，再者，反复强调遵医嘱按时按

量服药的重要性，嘱咐患者需坚持规律作息、科学饮食
[7]。同时，还需让患者了解心态与疾病控制之间的相关性，

在交谈中及时洞察患者内心真实想法和情绪波动，指导

患者通过意象法、注意力转移法、积极心理暗示调节自

身状态；并与家属一起关心患者，让其在充满人文关怀

的氛围下安心接受治疗；并在不良情况出现的第一时间

迅速采取应急处理，确保患者生命健康得到可靠保障 [8-

9]。此外，列举成功病例，邀请预后良好患者分享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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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促使患者更加坚定治疗信心，以积极健康的心态

与医护人员做好全方位配合 [10]。从上述研究可知，观察

组心理情绪评分和治疗依从性均较对照组更优（P0.05），

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得到了最有力验

证。

概言之，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能使患者烦躁、焦虑

等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疏解，对提高治疗依从性有重要帮

助，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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