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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颖李梦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湖北  武汉武汉 430000  430000 

【摘  要】：目的：分析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后护理对患者的康复效果。方法：抽取本院在2021年2月-2022年2月期间收

治的84例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治疗患者，将上述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

验组行护理干预，每组各42例。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临床疗效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鼻腔鼻窦结局情况比

较，实验组较低（P＜0.05）。SCL-90评分比较，实验组显低（P＜0.05）。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护理

满意度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结论：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后患者采取护理干预可提升其临床疗效，改善其理对鼻

腔鼻窦结局及心理状态，有助于提升其生活质量，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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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Undergoing Endoscopi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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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undergoing 
endoscopic surgery. Method: 84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undergoing endoscopic treatment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while the nasal and sinus outcomes were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SCL-90 sco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after endoscopic surgery can improve their 
clinical efficacy, improve their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nd help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Keywords: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Endoscopy; Postoperative care; Clinical efficacy; Nasal cavity and sinus outcomes; SCL-90 
score;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临床上以进行

性鼻塞、流涕加重、嗅觉障碍和头痛为主要表现，该病具

有发病率高，难以根治，容易反复发作等特点，对患者生

活质量有很大影响 [1]。鼻内镜手术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治

疗中非常重要。而在手术后随访中进行综合性的治疗护理，

则是本病最终治愈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步骤，其对于巩固和

提高手术疗效及减少并发症和预防复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是其又是一个漫长又复杂的历程，需要医、护、

患三方面有效的协作 [2]。为此，抽取本院在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84 例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治疗患

者，分析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后护理对患者的康复效果。

结果详见下文。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抽取本院在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84
例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治疗患者，将上述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

验组行护理干预，每组各 42 例。上述患者经诊断后符合鼻

窦炎鼻息肉诊断标准，均需采取内镜术治疗，患者基础资

料完整，经向其表明本次研究意义后可积极配合研究安排。

排除存在认知障碍者、精神疾病者、其他严重性疾病者，

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其中参考组男、女例

数分别为 23例、19例，年龄 24-64岁，均值范围（42.56±2.43）
岁。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22 例、20 例，年龄 23-63 岁，

均值范围（42.35±2.46）岁。两组资料比较差异小（P＞ 0.05）。
1.2 方法

1.2.1 参考组

本组行常规护理，护理人员按照患者的病情采取相应

的护理干预，对其各项指标予以密切观察，给予其药物指导，

生活指导及并发症护理等。

1.2.2 实验组

本组行护理干预，方法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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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教育：向患者讲解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的相

关注意事项，指导患者用口呼吸，并学习抑制打喷嚏的方法。

指导患者在手术前做好准备工作，向其介绍手术麻醉与手

术配合的方法以及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和相关注意

事项。以口述、发放知识手册、观看录像等形式进行宣教，

以保证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知识予以较好的掌握，消除其紧

张情绪，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

（2）心理干预：心理舒适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例如

满足感、安全感和尊重感。鼻窦炎鼻息肉患者可存在不同

程度的焦虑、抑郁心理，对预后的担忧是每个患者都会遇

到的难题。所以护理人员应热情对待患者，给予其鼓励和

支持，为其讲解既往治疗成功案例等。此外，按照患者的

心理情况，用浅显易懂的言语为患者介绍慢性鼻窦炎鼻息

肉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等。密切观察患者疾病变化，常

问患者感受，适时进行心理安慰。

（3）治疗护理：患者术后卧床休息，选半卧位可减少

出血并利于呼吸引流。告诉患者切忌剧烈咳嗽和打喷嚏，

手术后 24~48 小时由医生抽出鼻腔填塞棉条，给予患者喷

鼻剂和滴鼻液使用指导，促使患者及时按量服用，遵医嘱

给予院内制剂辛菊雾化剂或者生理盐水 5ml+ 地塞米松 5mg
或者生理盐水 5ml+ 普米克令舒 1mg 鼻雾化吸入治疗，并

指导患者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

（44）饮食护理：患者术后进食半流质食物，嘱咐其

禁辛辣、粗硬食物。嘱咐患者吃清淡、易消化及营养丰富

的食物，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餐前、餐后以口泰液含漱，

以提高人体抵抗力。

（5）出院指导：遵医嘱用滴鼻剂一至两个月，指导患

者正确滴鼻、捍鼻；重视呼吸道感染的防治；饮食上忌食

辛辣温补腥发活血之品，多饮水，保持排便畅通，戒除烟酒；

养成好卫生习惯，嘱咐其避免抠鼻等。三个月后忌剧烈运动，

低头提重；出院 1 周后进行鼻内镜检查，2~4 周后根据病

情进行一次检查，直至鼻腔和鼻窦粘膜上皮化。若发生感冒、

鼻塞、鼻出血、流脓涕及头痛时需要及时来院就诊。

1.3 疗效标准

1.3.1 临床疗效

评价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其中患者的相关症

状消失为显效，患者相关症状明显改善为有效，患者相关

症状无改善为无效。计算方法：（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3.2 鼻腔鼻窦结局情况

对两组护理前后的鼻腔鼻窦结局情况采取 SNOT-20 量

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则患者鼻腔鼻窦结局情况越差。

1.3.3SCL-90 评分

对两组心理情况采取 SCL-90 量表进行评价，其中包含

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敌对、焦虑。分数越高，则患

者的心理情况越差。

1.3.4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采取 SF-36 量表中五个维度（生理职能、躯

体疼痛、精神健康、社会功能、总体健康）进行评价，分

数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

1.3.5 满意度情况

对两组护理满意度采取自制满意度问卷表进行了解，

计算方法：（非常满意 + 一般满意）/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23.0软件进行处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于表示计数资

料，用（x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 0.05 时则提示进行

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2 结果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表 1 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5.24%，

73.81%，临床疗效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2 32（76.19%） 8（19.05%） 2（4.76%） 95.24%（40/42）
参考组 42 24（57.14%） 7（16.67%） 11（26.19%） 73.81%（31/42）

χ2 - 3.428 0.081 7.372 7.372

P - 0.064 0.776 0.007 0.007

2.2 两组鼻腔鼻窦结局情况比较

实验组 SNOT-20 评分：术前（20.43±4.32）分，术

后 6 个月（8.45±2.36）分。参考组 SNOT-20 评分：术前

（20.54±4.32）分，术后 6 个月（13.65±2.48）分。t 检验值：

术前（20.43±4.32），术后 6 个月（8.45±2.36）。鼻腔鼻窦

结局情况比较，术前差异小（P ＞ 0.05），术后 6 个月实

验组较低（P ＜ 0.05）。

2.3 两组 SCL-90 评分对比

实验组 SCL-90 评分：躯体化（24.33±1.43）分、强迫

症状（15.45±3.43）分、抑郁（20.45±2.15）分、敌对（17.65±2.14）
分、焦虑（17.64±2.35）分。参考组 SCL-90 评分：躯体化

（32.35±2.43）分、强迫症状（24.32±2.56）分、抑郁（32.35±2.46）
分、敌对（21.24±2.54）分、焦虑（24.32±2.54）分。t 检验

值：躯体化（t=18.434，P=0.001）、强迫症状（t=13.430，
P=0.001）、抑郁（t=23.605，P=0.001）、敌对（t=7.005，
P=0.001）、焦虑（t=12.510，P=0.001）。SCL-90 评分比较，

实验组显低（P ＜ 0.05）。

2.4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躯体疼痛（81.23±2.35）分，生理

职能（84.33±2.67）分，社会功能（83.46±2.31）分，精

神健康（85.43±3.24）分，总体健康（82.35±4.32）分。

参考组生活质量：躯体疼痛（71.23±2.67）分，生理职能

（69.78±3.21）分，社会功能（73.43±2.15）分，精神健康

（74.32±2.36）分，总体健康（75.42±3.42）分。t 检验值：

躯体疼痛（t=18.220，P=0.001），生理职能（t=22.584，
P=0.001），社会功能（t=20.598，P=0.001），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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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962，P=0.001），总体健康（t=8.151，P=0.001）。

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

2.5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5.24%（40/42）：非常满意 34
例，占比为 80.95%，一般满意 6 例，占比为 14.29%，不

满意 2 例，占比为 4.76%。参考组护理满意度为 76.19%
（32/42）：非常满意 24 例，占比为 %，一般满意 8 例，

占比为 57.14%，不满意 10 例，占比为 23.81%。χ2 检验值：

（χ2=6.222，P=0.013）。护理满意度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

3 3 讨论讨论

临床上对鼻窦炎鼻息肉患者多采用鼻内镜手术治疗，

这一微创手术既减轻了开放性手术痛苦又降低了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 [3]。正因为如此，手术才会对患者的预后效果起

到促进作用。然而手术受诸多因素影响，在手术后鼻腔清

洁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就可能诱发应激反应现象。对接受

鼻内镜手术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实施有效护理干预，

以进一步控制病情，对患者的康复起到较好的效果 [4]。

本次研究中在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中采取护理干预，

在健康教育中，向患者讲解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的相关注

意事项，指导其口呼吸、抑制打喷嚏的方法及术前做好准

备工作等，可促使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知识予以较好的掌握，

消除其紧张情绪，提升患者治疗信心。心理干预中，对患

者存在的负面情绪予以疏导，可消除其负面情绪，提升其

治疗依从性。治疗护理中，经进行相关治疗指导，可有助

于促进患者的治疗效果。饮食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的身体健

康状态，有助于促进其病情康复。出院指导可避免患者产

生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及行为而影响病情康复 [5]。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5.24%，

73.81%，临床疗效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提示

护理干预能够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鼻腔鼻窦结局情况比

较，术前差异小（P ＞ 0.05），术后 6 个月实验组较低（P
＜ 0.05）。提示护理干预能够改善鼻腔鼻窦结局。SCL-90
评分比较，实验组显低（P ＜ 0.05）。提示护理干预可对

患者心理状态予以改善。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提示护理干预可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实验组

护理满意度为 95.24%，参考组护理满意度为 76.19%，护理

满意度比较，实验组显高（P ＜ 0.05）。表示患者对该护

理效果较为满意。上述结果表明，护理干预的效果相比较

常规护理更好。

综上所述，鼻窦炎鼻息肉内镜术后患者采取护理干预

可提升其临床疗效，改善其理对鼻腔鼻窦结局及心理状态，

有助于提升其生活质量，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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