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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策略在普外科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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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在普外科患者中运用人性化护理策略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本院普

外科收治的 10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人性化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50人。结果：观察组治疗依从率（95.71%）

和护理满意度（100.00%）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均较高（P<0.05）。

结论：在普外科患者中运用人性化护理策略，能够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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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系统中，普外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室。因手术

是普外科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所以加强对患者的有效护理

干预尤为重要。随着人们医疗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

医疗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1-2]，本文旨在探究在普外科患者中

运用人性化护理策略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本院普外科收治的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人。观察组男 26 例、

女 24例，平均年龄（57.26±5.13）岁；对照组男 23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56.87±5.19）岁。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护理对照组。给予观察组人性化护理：（1）将护

理标准和管理制度完善起来。将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完善起

来。首先需要对护理过程不断优化，其次在护理过程中要求

护理人员保持正面、积极的工作情绪和态度。并且对排班制

度进行合理设置，按照患者的实际病情状况在相应的病区安

排患者，优化人力资源，促进护理效率显著提高。（2）培

训护理人员。医院需要对护理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包括

的内容有设备的使用方法、病情原理及药物知识等，提高护

士的操作水平和专业素养。并且，还需要强化护理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实施应急预案演练，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对治疗效率产生影响。（3）健康宣教。手术之前患者容易

出现各种不良情绪，影响疾病的治疗。所以，护理人员应当

通过有效的方式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例如相关资料、视频、

图片等，在此期间护理人员要做到细致、耐心，对患者进行

科普较易，进而使其将正确的疾病认知建立起来。

1.3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包括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

（2）护理满意度；（3）自我管理能力，得分越高自我管理

能力越强；（4）生活质量，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用“（ x±s）”、[n(%)]表

示，“t”“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观察组 50 21 26 3 94%（47/50）

对照组 50 15 24 11 78%（39/50）

x2 13.965

P <0.05

2.2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23 25 2 96%（48/50）

对照组 50 17 23 10 80%（40/50）

x2 12.054

P <0.05

2.3自我管理能力

观察组干预后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对比自我管理能力（ 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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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自我管理

技能

69.64±

10.25

68.95±

10.02

85.95±

12.12#*

75.21±

11.02#

自我管理

责任感

68.24±

10.11

68.52±

10.15

87.47±

11.02#*

71.03±

10.62#

自我概念
66.35±

10.21

66.39±

11.03

86.22±

11.13#*

76.41±

11.24#

健康知识

水平

65.48±

11.02

65.48±

10.58

85.16±

11.41#*

71.69±

11.02#

自我意志

力

68.12±

11.15

68.51±

11.24

86.34±

11.26#*

74.41±

10.67#

健康认知
62.03±

11.02

62.41±

11.36

88.57±

11.14#*

73.41±

12.02#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4 生活质量对比

干预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4 对比生活质量（ x±s，分）

检查指标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t P

生理

功能

干预前 67.35±11.65 68.15±11.95 6.241 >0.05

干预后 85.65±12.94 73.75±13.82 12.811 <0.05

活力

干预前 58.24±10.84 57.64±10.64 4.055 >0.05

干预后 86.64±11.25 70.11±12.32 12.032 <0.05

社会

功能

干预前 61.54±13.91 62.17±12.88 8.511 >0.05

干预后 88.65±11.28 74.81±10.85 12.013 <0.05

情感

职能

干预前

干预后

61.54±13.91

87.37±11.62

62.17±12.88

75.71±11.55

6.952

15.241

>0.05

<0.05

精神

健康

干预前

干预后

48.84±11.62

85.28±11.94

47.58±14.35

76.31±13.88

2.587

16.211

>0.05

<0.05

总体

健康

干预前

干预后

64.68±11.54

88.23±11.77

65.49±13.63

75.82±10.37

9.657

10.022

>0.05

<0.05

3 讨论

由于普外科手术患者缺乏对手术的充分了解，所以会出

现更为明显的恐惧、抑郁、焦虑情绪，特别是恐惧情绪表现

的最为明显，然而不良情绪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

的治疗效果，阻碍其疾病恢复。所以，需要采取有效的护理

干预手段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3-4]。

人性化护理在现阶段的临床护理领域中属于一种新兴

的护理模式，研究发现，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护理措施，可

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使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和护理工

作，进而保证顺利实施手段，提升治疗效果，有利于改善预

后恢复[5-6]。

本文通过探究在普外科患者中运用人性化护理策略的

临床价值，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依从率（95.71%）和护理

满意度（100.00%）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

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均较高（P<0.05）。综

上所述，在普外科患者中运用人性化护理策略，可以提高其

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使其生活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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