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护理 

136 

 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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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心理护理在无痛人流麻醉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本院于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收治的 92 例接受无痛人流
手术的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并随机均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而对照组患者则实施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最
终的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心率等生命体征都要优于对照组，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接受无痛人流麻醉患者实施心理护理，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命体征，还能够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
得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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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人流手术是妇产科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手术，手术的目
的就是为了终止早期妊娠。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缺少对无痛人流
手术以及手术麻醉的认知，因此在手术之前，患者的心理和生理都
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从而会导致护理和手术麻醉等工作难度系数的
提高。面对这种情况，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不仅能够缓解患
者心中的不良情绪，还能够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加快患者身体康复的速度【1】。本篇文章主要选取 92 例接受无痛人
流手术的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探究心理护理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收治的 92 例接受无痛人
流手术的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并随机均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6 例。实验组：年龄 22-34 岁，平均年龄（27.13±3.42）岁，有生
育史 8 例，人流史 3 例；对照组：年龄 19-32 岁，平均年龄（25.64
±3.71）岁，有生育史 7 例，人流史 5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具体措
施如下： 

1.2.1 术前心理护理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缺少对无痛人流手术的了解，心理上难免

会产生恐惧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相关的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的
实际情况，及时将手术方案和麻醉的安全性告知患者，让患者明白
手术是在无痛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时，面对患者提出的问题，护理
人员要耐心的解答，从而使患者紧张、顾虑等负面情绪得到消除【2】。 

1.2.2 术中心理护理 
当患者进入到手术室以后，护理人员要实时安慰患者的心理，

促使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手术。在手术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规
章标准进行手术，为了避免出现人流综合征的情况，对于操作器械
要轻拿轻放，要避免发出响声。要按照操作顺序，对患者及时进行
扩宫，动作要迅速，从而能够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 

1.2.3 术后心理护理 
一般情况下，患者在完成手术以后会处于睡眠的状态，护理人

员要进行陪护，并且要保证患者的休息患者舒适和安全，患者留院
休息或者观察的时间为 0.5-3 小时左右。除此以外，护理人员要对
患者加大宣传避孕知识的力度，传授患者有效避孕的方法，避免再
次出现意外怀孕。 
1.3 评定标准 

患者接受手术前的情绪主要分成三个等级：Ⅰ级代表没有焦
虑、紧张的情绪；Ⅱ级代表有轻微焦虑紧张的情绪；Ⅲ级代表有严
重焦虑、紧张的情绪。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命体征情况的比较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心率，结果表明实验
组患者这三项生命体征均要比对照组正常，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两组患者生命体征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收缩压（mmHg）舒张压（mmHg）心率（次/min） 
实验组 46 125.62±3.46 68.75±4.64 81.62±4.74 
对照组 46 138.35±3.52 81.34±4.26 101.46±4.82 

P -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比较 
由数据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不良情绪出现的情况要明显好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两组患者不良情绪的比较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实验组 46 38（82.61%） 6（13.04%） 2（4.35%） 
对照组 46 11（23.91%） 22（47.83%） 13（28.26%） 

P - P<0.05 P<0.05 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通过调查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为 97.83%，而对照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89.13%，
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n=46）42（91.30%）3（6.52%） 1（2.17%） 45（97.83%）
对照组(n=46) 34（73.91%）7（15.22%） 5（10.87%） 41（89.13%）

P P<0.05 P<0.05 P<0.05 P<0.05 

3、讨论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痛人流手术已经成为终止妊娠的主要措施

之一，具有用时短、操作简单的特点。但是对于一些接受手术的患
者来说，会对这一手术存在陌生感，会导致患者产生心理压力，容
易出现急躁、焦虑等负面的情绪，会对麻醉的效果造成严重的影响，
甚至会阻碍手术的顺利实施，从而提升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接受无
痛人流手术的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减
少不必要的顾虑，有效降低患者的应激水平和疼痛的程度，有助于
提高手术的安全性【3】。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心率的恢
复都要优于对照组，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情况以及对护理的满意度
也要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无痛人流麻醉护理中的应用，能够有效降
低患者的不良情绪，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护患
关系，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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