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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肛周脓肿患者护理中的价值

孙 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评估在对肛周脓肿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心理护理干预展开运用的作用。方法：按照对比护理评估的

方式展开探究，选入在 2021年 2月至 2022年 4月所收治患者中的 68例为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划分为 2组，任意抽选其中 1
组，在治疗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剩下一组患者进行护理时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心理护理干预进行运用，

作为观察组。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通过对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对比，干预前无差异，P>0.05，干预

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观察组同样具备优势，P<0.05。结合对两组患者在

恢复过程中的并发症进行统计，观察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对肛周脓肿患者进

行护理的过程中将心理护理干预展开运用，可以对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并提升患者恢复过程中的生活质量，

增加患者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心理护理；肛周脓肿；康复

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Nursing Patients with Perianal Abscess
Hong Sun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erianal abscess patients. Methods: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the way of comparative nursing evaluation. 68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from February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One group was
randomly selected, and routine nursing was carried out in the treat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When nursing the remaining group of
patients,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y analyz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had advantages, P<0.05.
Combined with the statistics of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perianal abscess patien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during treat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and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Keywords: Psychological nursing; Perianal abscess; Recovery

肛周脓肿为 当前临 床较为 常见的病症，主 要表现为 患者

直肠软组织、肛管以 等部位出现化脓性感染的情况，对患者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 在病症的影响下 ，该部分患者肛门

周围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肿块，伴随存在有疼痛、发热以 及红

肿等症状，促使患者存在有排尿不 畅以 及便秘等情况。 且 患

者恢复较为 缓慢，在病症长时间的影响下 ，同时患者顾虑到

自身的恢复情况等多数会存在有一 定的负面心理[1-2]。为 促使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可以 得到改善，并保障患者的

生活质量，我院就将心理护理干预运用到该部分患者治疗的

过程中 ，具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资料

按照对比护理评估的方式展开探究，选入在 2021年 2
月至 2022年 4月所收治患者中 的 68例为 对象，按照数字表

法划分为 2组，任 意抽选其中 1组，在治疗中 展开常规护理，

作 为 对照组，在对剩下 一 组患者进行护理时则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 将心理护理干预进行运用，作 为 观察组。 在患者构成

方面，对照组中 包括有男性 20例，女性 14例，年龄分布在

62-79岁间，均值为 （68.33±1.38）。 观察组中 则存在有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年龄分布在 61-78 岁间，均值为

（67.47±1.74）。 对比两 组年龄组成以 及性别比，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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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在进行本次对比护理干预前，护理人 员均耐心为 两

组患者讲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在患者自愿参与 的情况下 开展

对比护理干预，且 所有患者均无认知功能障碍。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各方面护理工作 都按

照临 床对应规定进行展开，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患处变化情

况准确进行评估并做好对应的记录工作 ，耐心为 患者讲解在

恢复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同时，护理人 员需要做好对

应的饮食干预，生活指导以 及用药指导等工作 。 促使患者在

恢复的过程中 可以 保持较好的治疗依从 性。 而在对观察组患

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则需要将心理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干预

措施如下 ：（1）心理评估。 因病症对患者日常生活以 及健

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患者恢复较为 缓慢，在治疗的过

程中 难免会存在有较大的负面心理。 为 促使对应心理护理工

作 可以 更加有效的进行展开，护理人 员需要加强和患者的沟

通，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了 解患者存在有较大心理压力的

原因等。 （2）健康教育。 结合实际可以 发现，多数患者对

于 肛周脓肿缺乏 科学的认识，部分患者甚至存在有错误的理

解。 部分患者认为 肛周脓肿和常规的脓包疮无差异，或者部

分患者觉得在恢复的过程中 不 需要每天进行换药，仅 仅 需要

间隔一 段时间换药一 次便可。 病症存在有错误的认知会直接

影响到患者和各方面治疗操作 的依从 性，同时患者临 床症状

长时间未得到改善，会直接促使患者的负面心理压力增加。

护理人 员则需要在和患者进行交 流的过程中 准确的评估患

者的对于 肛周脓肿的认识水平，并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可以 按照集中 讲解的方式，详细为 患者讲解肛周脓肿的诱发

因素，临 床对于 该症的研究进展等。 同时，可以 指导患者观

看一 些 关注病症资料的视频或者书 籍资料等，对于 帮助患者

对自身病症形成准确的认识同样存在有重要的作 用。 （3）
引导患者倾诉心理压力。 因为 患病部位的特殊性，部分患者

即使存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较为 严

重，却无倾诉对象。 在日常护理的过程中 ，护理人 员则需要

积极和患者进行交 流和沟通，给与 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

和患者建立起相互 信任 感。 引导患者将内心压力向护理人 员

进行倾诉，同时可以 指导患者家属或者朋友多和患者进行交

流，给与 患者足够的支持，促使患者感受到家人 、朋友对其

的关心。 （4）注意力转移。 在患者日常治疗的过程中 ，为

促使患者心理压力可以 充分得到缓解，可以 指导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 做一 些 自己所喜欢的事 情，可以 阅读、看书 或者听音

乐 、看报等，达到对自身注意力进行转移的目的。 同时，可

以 指导患者和部分恢复较好的患者进行交 流，对于 改善患者

的心理状态同样存在有重要的作 用。 （5）疼痛心理干预。

在病症的影响下 ，该部分患者难免会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疼痛

症状，且 护理人 员在对患者进行换药的过程中 同样容易导致

患者出现疼痛感，在疼痛的影响下 同样会促使患者负面心理

增加，部分患者甚至会出现抵触心理。 护理人 员在进行日常

护理的过程中 ，则需要耐心为 患者讲解出现疼痛症状的原因，

促使患者患处疼痛形成正确的认识。 并指导患者在日常恢复

的过程中 结合对自身注意力进行转移的方式，达到缓解疼痛

的目的。 帮助患者进行心理建设，促使患者相信只要配合好

各方面治疗，自然可以 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恢复。 必要时，可

以 为 患者讲解部分治愈病例的信息，或者指导患者和部分治

愈患者进行交 流，通过患者间相互 沟通交 流的方式达到对患

者自信心进行建立的目的，改善患者的负面心理压力。

1.3观察指标

研究中 需对两 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进行评

估，按照 SDS、SAS心理评估量表进行评估。 同时需对两 组

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按照 SF-36量表对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 同时，需要对两 组

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的并发症进行统计[3]。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 的各方面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行处理，按照

卡方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检测，计量数据则按照均值

±标准差表示，t检测，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心理状态对比

按照 SDS、SAS量表对两 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

进行评估，在治疗前，两 组患者心理状态无差异，P>0.05,
而在干预后，观察组心理状态，P<0.05，详见下 表 1。

表 1 计量资料表格名（ sx  ）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

组
34

48.73
±1.85

34.51
±1.52

49.12
±1.63

33.04
±1.74

对照

组
34

48.64
±1.75

37.95
±1.41

48.75
±1.42

41.51
±1.53

t - 1.722 12.127 1.425 14.051

P - 0.848 0.001 0.527 0.001

2.2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结合对两 组患者对临 床护理工作 满意度，观察组同样优

于 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2。
表 2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为 满

意
不 满意 满意度

观察

组
34 20（58.82）

13
（38.24）

1
（2.94）

33
（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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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组
34

15
（44.12）

13
（38.24）

6
（17.64）

28
（82.36）

χ2 - 6.522 0.000 14.252 14.252

P - 0.011 1.000 0.001 0.001

2.3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

按照 SF-36量表对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在干预前两 组心理状态无差异，P>0.05，而在干预后，观察

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3。
表 3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4 70.24±2.11 87.62±1.83

对照组 34 71.14±1.74 76.27±1.13

t - 1.125 14.252

P - 0.928 0.001

2.4对两 组患者并发症进行统计

结合对两 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的并发症进行统计，观察

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05，
详见下 表 4。
表 4 两 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并发症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 尿潴留 便秘
伤口感

染
发生率

观察组 34 1（2.94） 1（2.94） 0（0.00） 2（5.88）

对照组 34 2（5.88） 1（2.94） 2（5.88） 5（14.71）

χ2 - 3.725 0.000 12.285 12.285

P - 0.017 1.000 0.001 0.001

3 讨论

肛周脓肿属于 目前临 床最为 常见且 发生率较高的病症

类型，在病症的影响下 ，会导致患者肛周存在有急性进行性

疼痛的症状，会对患者日常生活以 及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

且 在病症长时间的影响下 ，会促使患者存在有较大的心理压

力，负面情绪较为 严 重[4]。 在肛周感染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会

导致患者出现肛周脓肿，逐步发展为 脓腔，则需要及时对患

者进行手术治疗[5]。 其中 肛周脓肿手术属于 目前临 床治疗该

症最为 主 要的方式，可以 促使患者对应症状迅速得到改善。

但需要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 频繁的进行换药等操作 ，并需要

借助生理盐水等对患者伤口进行冲洗，在更换敷料的过程中

难免会促使患者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疼痛感，同样会导致患者

存在有较大的负面情绪。 负面心理过大会直接影响到患者恢

复[6]。 因此，在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 ，更需要及时

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

在对该部分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的层面上 将心理护理干

预进行运用。 护理人 员积极和患者进行沟通，针对患者的心

理状态进行评估，综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可以 促使患者心理压力得到释放。 同时及时展开针对性

的健康教育，可以 促使患者对自身病症形成正确的认识，避

免因错误的认知促使患者心理压力增加[7]。 此外，在日常恢

复的过程中 引导患者通过对自身注意力进行转移的方式可

以 较为 直接的对患者负面心理进行改善。 考虑到患者在换药

等过程中 存在有不 同程度的疼痛，护理人 员结合该方面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疼痛心理干预，可以 促使患者在出现疼痛症状

的过程中 ，负面心理同样可以 得到改善[9-10]。 在本次研究中 ，

我院就将心理干预运用到对观察组患者护理的过程中 ，结合

观察可以 发现，在该护理模式的作 用下 ，可以 促使患者在恢

复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并增加其对临 床护理工

作 的满意度，促使患者在恢复过程中 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更可以 降低患者在恢复期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对于 促进患者

恢复存在有重要的作 用。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肛周脓肿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可

以 将心理护理干预进行运用，促使患者的治疗期间的心理状

态可以 保持在较为 平稳的状态，避免较大的负面心理影响到

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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