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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检查中人文关怀护理的作用

张 睿 于任游*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 长春 130041

摘 要：目的：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 实施人 文关怀护理的效果分析。 方法：实验于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期间选择
88例前来我院耳鼻喉科接受治疗的病人 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人 除接受对症治疗外，还接受内窥镜检查，在检查
期间搭配护理干预。 按照不 同护理方式进行分组，每组均纳入 44例病人 ，并命名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 其中 常规组所采
用的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研究组则采用人 文关怀护理。 总结与 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施。 结果：常规组 SAS评分
结果明显高于 研究组，SDS评分结果明显高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对照组护理配合评分与 研
究组护理配合评分对照得分明显较低，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结论：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 配合人 文关怀
护理可提高护理质量，此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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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in End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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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in ENT endoscopy. Methods: During the experiment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88 patients who came to the otolaryng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o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pati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also received endoscopy. The
examination period was accompanied by a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4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and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study group. Among them, the nursing program adopted by the routine group was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adopted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wo nursing programs. Results: The SAS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SD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nursing cooperation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cooperation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can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in ENT endoscopy,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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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是我院重要科室，此科室所收治病人 较多，
接诊疾病较为 广泛。 由于 耳鼻喉器官的特殊，在治疗期间
要配合检查，内窥镜作 为 耳鼻喉科常用的器械，其检查方
式也 是主 要与 常用的手段[1 ]。 耳鼻喉科内窥镜检查能够实
现疾病治疗、诊断，而且 内窥镜检查方式具备术中 视野开
阔、检查时间短的特点，给病人 带来的损伤、创伤较小，
大多数病人 都能够接受此检查方式[2-3]。 但由于 部分病人
对于 检查方式、疾病缺少认知程度、了 解程度，对于 有创
检查方式存在害怕与 恐惧情况，在检查期间而发生焦虑与
恐惧感，部分情绪反应严 重者还因此出现不 配合治疗与 护
理情况，给临 床工作 增加难度[4-5]。 基于 上 述情况，在治
疗期间应搭配护理干预方案，通常情况下 临 床常用护理方
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但我科室为 了 提高护理举 措，则采用

人 文关怀护理方案。为 了 总结与 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施效
果，于 20 21 年 1 月~20 22年 1 月期间选择 88例前来我院
耳鼻喉科接受治疗的病人 进行调研，具体实施情况、结果
分析，见如下 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实验于 20 21 年 1 月~20 22年 1 月期间选择88例前来

我院耳鼻喉科接受治疗的病人 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
人 除接受对症治疗外，还接受内窥镜检查，在检查期间搭
配护理干预。 按照不 同护理方式进行分组，每组均纳入
44例病人 ，并命名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 常规组：n = 44例
病人 ，男/22例、女/22例，年龄在 25岁至 56岁之 间，中
位年龄为 40 .59岁。 研究组：n = 44例病人 ，男/21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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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例，年龄在 26岁至 56岁之 间，中 位年龄为 40 .62岁。
本次实验均在病人 以 及其家属知情且 同意情况下 进行，所
有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 5）。

1 .2实验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即为 检查

告知与 注意事 项告知。
研究组则采用人 文关怀护理，具体如下 ：（1）人 文

关怀护理服务：日常护理中 ，护理人 员要为 病人 提供主 动
选择的机会，例如在检查前要询问病人 是否做好准备，对
于 情绪反应波动较大者应再检查前与 其沟通，帮助其放松
情绪，平稳的面对检查，另外在检查过程中 药咨询病人 意
见，协助病人 选择舒适的体位。 同时为 病人 营造舒适的检
查环境，适当的播放一 些 轻柔、委婉的轻音乐 ，帮助病人
平复、舒缓心情。 （2）心理干预：病人 因疾病存在不 确
定性，在检查期间因过度不 适而产 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
绪反应，当病人 出现此类情绪反应时，护理人 员要主 动与
其沟通，帮助病人 平稳心情，如果病人 对于 内窥镜存在抵
触，护理人 员应向其阐述内窥镜的作 用以 及必要性，另外
护理人 员还应引导病人 讲述出心中 的想法，给予 肯定并进
行安慰。 （3）疾病知识教育：日常护理中 ，护理人 员应
加强疾病宣教，护理人 员要根据病人 文化程度，为 其普及
与 疾病有关的常识，另外护理人 员还应向其讲述内窥镜的
作 用以 及应用必要性，使病人 以 及病人 家属对其有一 个 充
分的认知。 宣教后，护理人 员要进行询问，询问病人 是否
存在疑问，是否有不 了 解之 处，对于 存在疑问者，要再次
向其普及。

1.3评价 标准
本次实验将对比护理结果：（1）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价 ，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 对于 本次
护理满意度越高。 （2）情绪反应：采用 SDS、SA S评分
量表对其实施评价 ，得分越高证明病人 焦虑、抑郁负性情
绪反应越重。 （3）护理配合评分：护理人 员对病人 实施
打分，得分越高证明病人 护理配合程度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对护理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

理数据，正态计量数据用“ M ean ± SD” 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0 .0 5 为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 = 44例病人 ，病人 对于 本次护理表示满意，

同时给予 85.33.± 1 .19 分护理满意评分；研究组：n = 44
例病人 ，病人 对于 本次护理表示满意，同时给予 90 .15±
1 .21 分护理满意评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 研究组
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两 组对照，差
异明显，（P< 0 .0 5）。

2.2常规组、研究组情绪反应对照
常规组：SA S评分结果为 15.12± 2.41 分、SDS评分

结果为 15.83± 1 .29分；研究组SA S评分结果为 8.21± 1 .61
分、SDS评分结果为 9.15± 1 .21 分，常规组 SA S评分结
果明显高于 研究组，SDS评分结果明显高于 研究组，两 组
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2.3常规组、研究组护理配合程度评分对照
常规组：经统计病人 能够配合本次护理，护理配合程

度评分为 78.21± 1 .25分；研究组：经统计病人 能够配合
本次护理，护理配合程度评分为 89.65± 1 .13分，对照组
护理配合评分与 研究组护理配合评分对照得分明显较低，
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3 讨论

耳鼻喉科是我院重要科室，此科室收治病人 较多，收
治疾病较为 复杂。耳鼻喉因器官存在特殊性，在治疗期间
要搭配检查，传统检查方式存在的盲区过多，无法细致的
观察病人 患病组织，容易损害其他 器官，现如今 随着我国
医疗技术的完善与 发展，内窥镜技术的成熟与 完善，此检
查技术在耳鼻喉科得到的广泛的应用。内窥镜检查会清晰
明确地对病情做出诊断，但会给病人 带来极不 舒适的感官
体验，而且 这种检查方式属于 有创操作 的一 种，会给病人
心理状态带来严 重的影响[6-4]。 大多数病人 在得知检查时
都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反应，情绪反应严 重者甚至出现
不 配合治疗等情况，给临 床工作 增加难度。基于 上 述情况，
我科室搭配的护理干预，通常情况下 临 床常用护理方案为
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虽然有效，但作 用一 般。 为
此我科室选用了 人 文关怀护理方案。人 文关怀护理方案属
于 新型护理方案，这种护理方案在实施期间不 仅 能够弥补
传统常规护理中 的不 足之 处，还能够保留其优势。 通过心
理干预，可拉进与 病人 之 间的关系，取得病人 的信任 与 依
赖，进而提高病人 的配合，在引导其说出心中 的想法，基
于 肯定与 安慰后，帮助病人 进行纾解，可改善其负性情绪
反应。 另外，搭配健康教育，可提高病人 对于 疾病、检查
方式的知晓程度，从 而提高护理、治疗配合程度，从 而提
高护理质量。

综上 所述，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 配合人 文关怀护理可
提高护理质量，此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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