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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胃镜检查的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 
姜秀芳 

(山东省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71000)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对胃镜检查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进行胃镜检查的 500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计算机表法分为对照组患者（2500 例）和实验组患者（250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抑郁程度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相比，

差异不显著，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评分均有所降低，且实验组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护理满意度（94.32%）优于对照组（84.84%）。

结论：对胃镜检查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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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检查是临床中进一步诊断上消化道病变最为有效的检查
方式，将装有内视镜的管子伸入患者体内，由此可以观察到患者食
道、胃以及十二指肠的病变情况[1]。胃镜检查虽为医生和患者提供
了便捷的检查渠道，但是该检查属于侵入性操作，绝大多数患者会
出现抵制、抗拒检查等消极情绪，使检查难以进行，所以，在此期
间应当给予患者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从而使胃镜检查成功进展[2]。
本次对胃镜检查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进行研究与分析，内
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进行胃镜检查的

500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计算机表法分为对照组患者
（2500 例）和实验组患者（2500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2540:2460，年龄 20-58 岁，平均年龄为（40.12±2.44）岁。实验组
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2500:2500，年龄 21-60 岁，平均年龄为（40.58
±2.46）岁。上述两组患者资料均经系统性处理，差距无显著意义，
P＞0.05，能够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在患者进行胃镜检查前认真核

对患者的身份信息以及挂号单，告知患者胃镜检查的目的以及流程
和注意事项等；在检查过程中，护理人员不仅要与医生做好配合工
作，还要及时注意患者的身体变化；在检查结束后唤醒患者，查看
并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反应，若患者无不适反应便可将其送出检查
室。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强心理护理，①在患者检查前，
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注意观察患者情绪，对患者提出的
问题耐心解答，对其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将胃镜检查的必要
性与安全性以及检查流程及讲述于患者，使患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
备，积极主动的配合检查。②患者进入检查室时，医护人员以温和
的言语对患者介绍室内设施及环境，使患者消除陌生感、恐惧感，
并在患者麻醉以及检查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感，同时指导患
者进行有规律的呼吸，从而放松心态。③在患者检查结束后，告知
患者检查顺利完成，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感或异常情况，将检查后
注意事项耐心讲述于患者。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程度：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对患者焦虑、抑郁程度
进行判定，分数与焦虑、抑郁程度成正比。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对患者护理满意度
进行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以及不满意三个方面，总满意
率=（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总例数。 

1.4 统计学处理 
对所有患者的临床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进行处理，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采取卡方检验，用率（n%)表示，护理前后焦虑
抑郁情绪行 t 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达，以 P＜0.05 作为数
据存在差异的判定标准。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程度分析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评分均有所降低，且实验组低于对照组，
组间有显著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程度分析比较[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n=2500） 

55.21±2.64 48.68±2.25 51.32±4.36 43.37±3.64 

实验组
（n=2500） 

55.32±2.66 39.19±1.29 51.33±4.37 34.25±2.24 

t 1.4675 182.9525 0.0809 106.6912 
P 0.1423 0.0000 0.9354 0.0000 

2.2 护理满意度分析比较 
实验组患者（94.32%）优于对照组（84.84%），组间有显著差

异（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分析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n=2500） 
921（36.84）1200（48.00）379（15.16）2121（84.84） 

实验组
（n=2500） 

1845（73.80）513（20.52）142（5.68） 2358（94.32） 

X2 - - - 120.3505 
P - - - ＜0.05 

3 讨论 
近年来，胃镜检查被广泛应用于人体消化系统病变的检查中，

虽具有一定的检查效果，但由于其属于侵入性操作，绝大多数患者
都会感到过度紧张、焦虑不安甚至血压升高，干扰了患者检查进程
[3]。所以，应当在患者进行检查时给予合理有效的心理护理，帮助
患者消除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提高患者治疗依从度，使患者顺利
完成检查[4]。 

综上所述，对胃镜检查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患
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从而提高胃镜检查的
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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