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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中个性化护理的运用分析

杨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本次探究目的是解析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人员采取个性化护理干预的临床应用效果。采用的方法是选取我

院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所收治的 40例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随机将其分为常规组和研究组，常规组采用一般护理，研究组在

一般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护理，对这两组护理的满意程度以及心理情况进行评分。最终获得的结果是研究组护理满意程

度要比常规组护理满意程度高，两组具有明显差异（P＜0.05）。最终的结论是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人员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进行个性化护理，能够更好地对其不良心理进行改善，将护理满意程度提高，临床使用效果良好，值得大量推广和运用。

【关键词】：个性化护理；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应用效果

由于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受到疾病影响，一般情况都

会产生各种各样消极情绪，比如悲观、恐惧等，其常常压抑

情绪，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易怒，长

时间在这样心理抑郁情况下，患者人员会进一步导致生理应

激反应，一般复杂的生理以及病理反应，最后会将人体的自

身免疫能力消弱，加大人体对并发症因素的敏感性。宫外孕

腹腔镜手术病人的情绪以及心理方面的障碍对疾病治疗和

后期都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务必要采取有效的个性化

护理对策，使病人对疾病有一个更加正确的了解，使其情绪

处于乐观稳定状态，提升患者人员的治疗依从性，提升生活

质量，改善其病情。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对医

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改进护

理管理方案，以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从患者的治疗效果分

析，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和

护理支持是保证最佳治疗效果的基本条件，因此，各科室应

重视护理质量的控制和护理管理个性化。本研究主要分析宫

外孕腹腔镜手术护理质量控制与个性化管理的效果。

1 基本资料和干预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我院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所收治的 40例患者，运用

随机抽查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人员有 20例。年龄平

均在 20-35。这些选取的患者基本资料都无显著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1.2 干预护理方法

常规组采用的是一般护理，其中包含遵循医生嘱咐进行

用药，开展基本生活护理，进行健康教育等方面内容。

研究组是在一般护理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护理，所采用的

方法有：

在医院病房提供医疗设施和设备，如电视，以改善医院

环境，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从心理角度来看，病人得到更

多的科学指导和帮助，从而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护理和早日康

复。在这一背景下，需要对病人的护理进行干预措施，定期

培训护理人员，解决存在的问题，找到不安全的根源，解决

问题的根源，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1.2.1优质宣教

在护理过程中，必须解决出现的所有关于护理的问题，

也要提高对经常出现的并发症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提高病人

治疗并发症的意识上有积极的态度。特别是预防许多比较常

见的外科疾病，通过强调预防，及时进行治疗，可以帮助病

人拥有规律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并减少患者患病的可能

性。要很细心地跟病人进行解释，描述病人的病情，请病人

多多注意可能发生的问题，维持健康规则的生活，如病人的

饮食，避免因生活不正常而造成创伤，在病人耐心解释病人

没办法理解的部分也可以进行在直接演示讲解，反映出对病

人的责任感。

1.2.2优质生理护理

手术室是医疗程度和诊治结果最直接表现，是医疗单位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病人病情不同，疾病类型不同，

性格不同，也是产生医疗事件发生较多的地方，要减少此类

事件的出现，也要确保诊治的疗效，必须对所有手术室的护

士人员的业务能力有所提高，业务强度不断提高，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取得优良的护患关系，护理模式的创新就很

重要的作用。如果病人经常受伤，就必须时刻备着药品，病

人按照要求服用药物后，及时询问病人的感觉，比如头部是

否出现发胀或者血管是否扩张，对药物的副作用进行研究，

帮助病人开展生理性活动，重病病例我们必须让病人在床上

休息，不可随意乱动，让陪护人员为病人阅读报纸，播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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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比较轻松的音乐，放松病人的整体状况，加强病人的皮肤

和口腔健康检查。

1.2.3 心理预见性护理指引

应该积极地去鼓励病人，这对病人自己的心理压力会有

所缓解，也要指引病人说出自己的疑虑，耐心地给病人进行

讲解，还不能让病人受到刺激等等，要让陪护者和病人及时

沟通交流，说些好话，打消病人的心里焦虑的状态。务必要

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宣传以及教育，使患者能够更深入的知

道疾病知识，对于该疾病的发展以及恢复等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还要告诉患者提前做好有关的预防以及消毒工作，使患

者能够积极主动地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并且把成功的案

例介绍给患者，使患者能够充满信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对待疾病。护理者跟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期间，语气一定要平

和，并且要耐心的给患者解释和答惑，对于患者的疾病要有

一定的了解，帮助患者消除心里的紧张以及恐惧感，给其树

立治疗疾病的信心。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护理期间，需要跟

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讲解疾病有关知识，使其能够有正确科学

的认识。部分患者因为对疾病不是很了解，再加上患者在文

化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下，使患者在疾病方面感到非常害

怕，并且担心工作等问题，使患者很难面对疾病，并且被疾

病所困扰，出现很大的强迫症，时间久了之后，患者的疑心

也会加重，并且没有办法进行安心养病。所以工作人员对患

者进行护理期间，需要不断地给患者进行鼓励和安慰，同时

还要给其多一些生活上面的帮助。

1.3 观察指标

将常规组以及研究组这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程

度以及心理上评分进行比对，心理评分所使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测试，SAS 分数在 50 分，分

数高的情况下焦虑度越高。SDS 分数为 25 分，分数越低的情

况下抑郁度越低，10分以上为抑郁严重，若患者的得分相对

比较低，则代表这些人员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

2 结果

2.1 常规组和研究组知识掌握水平对比

开展护理前期，研究组病人知识掌握情况跟常规组进行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期研究组人员

知识掌握水平评分以及常规组评分如下图（表 1），P＜0.05。

表 1 两组患者知识掌握水平比较（分，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0 77.76±6.44 92.51±6.23

常规组 20 75.83±5.41 83.26±6.15

T 值 1.2631 6.7542

P 值 0.2022 0.0000

2.2常规组和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护理后期研究组病人生活质量指标以及常规组生活质

量指标评分如下图（表 2），P＜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0 65.89±5.31 87.96±6.87

常规组 20 65.76±5.42 74.93±7.65

T 值 0.2575 6.2911

P值 0.7972 0.0000

2.3常规组和研究组护理满意调查结果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程度以及常规组满意程度如下图，（表

3），P＜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20 25（56.82） 17（38.64） 2（4.45） 42（95.45）

常规组 20 19（43.18） 15（34.09） 10（22.73） 34（77.27）

X2 6.1754

P 值 0.013

3 讨论

因为宫外孕腹腔镜手术疾病的后果非常严重，病人通常

都会承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这些人员的心理表现也呈现出

多样性，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加大对其心理情况的观察和了

解，具体制定一些有效且个性化护理方案，使病人能够消除

不良心理因素，主动配合治疗，帮助病人早日康复。与此同

时，护理工作人员还要不断加大对专业知识以及心理知识等

各方面的学习，积累更多经验是患者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够

更放心，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引导，使这些人员处于最佳心

理状况，主动进行治疗。而个性化护理作为护理方法以及手

段之一，对提升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预防后提升病人生

理质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开展个性化护理的目的则是消除

病人各种不良心理情绪，避免出现生理应急反应导致心身疾

病的循环，更有利于协调护理工作人员以及患者之间的关

系，调动病人主动性和依赖性，配合每一项医疗工作更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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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医疗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护理心理学是指运用心理学和医学理论，探索患者的内

在活动，针对治疗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提出相应的个

性化护理措施，从而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异常行为，从而

达到促进患者康复的目的。个性化护理干预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护理新理念，保护和尊重患者的切身利益，在护理过

程中充分体现爱心和责任感，使患者得到更多的情感关怀和

护理服务，使他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

励，然后尽快康复。

总而言之，针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病患进行有效的个性

化护理工作，能够更好改善其不良情绪，降低患者心理压力。

提升医院医疗护理满意程度和生活质量，临床运用效果处于

良好状态，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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