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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内镜中心患者护理中人性化管理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内镜中心就诊的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对照组采用人性化管理。观察两组舒适度和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满意度为 97.73%，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 84.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舒适度为 95.5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内镜中心应用人性化护理管理能够显著提高护理满意度和患者的护理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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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内镜下的诊断与治疗在临床广泛普及，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价格低等特点[1]。同时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许多患者无法接受内镜操作带来的疼痛与心理压

力，以往的护理措施已不能满足内镜中心患者的需求，更加人性化

的护理服务才能够取得更好的诊治效果[2]，本研究即探讨内镜中心

患者护理中人性化管理应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在我院内镜中心就诊的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具有内镜检查或治疗的指征；（2）

患者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有内镜操作禁忌[3]；（2）合

并有其他系统的疾病；（3）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配合研究。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男性 24 例，女性 21 例，平

均年龄（47.8±4.5）岁；观察组男性 23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48.1±4.4）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可以比较。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联合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

（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患者入院后与患者积极沟通，争取患

者信任，沟通不畅的患者，可进行多次沟通。通过拍肩膀或摸手臂

的方式，增进护患之间的距离，使患者能够吐露心声。得知患者的

顾虑之后，使用专业知识为患者解除顾虑，舒缓患者的负面情绪，

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增加依从性。（2）健康教育：在患者入院后，

安排专业人员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对内镜的操作方法、适应症、

并发症等方面进行介绍。针对患者的疑问进行解答，同时告知患者

内镜诊疗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并发症，避免在遇到不良反应

后出现过激的反应。（3）音乐疗法：在内镜检查或操作之前，播放

轻柔舒缓的音乐，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使患者的心情得到放松，避

免过度紧张。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在内镜诊疗过程中的护理满意度与护理舒适度。 

1.4 统计学方法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

比较。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满意度为 97.7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理满意度 

分组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5 5 33 7 84.44% 

观察组 45 23 21 1 97.77% 

χ2   4.592 

P   0.026 

2.2 护理舒适度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舒适度为 95.5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理满意度 

分组 n 舒适 一般舒适 不适 满意度 

对照组 45 16 20 9 80% 

观察组 45 22 21 2 95.56% 

χ2   5.341 

P   0.019 

3 讨论 

随着胃镜、肠镜、喉镜等多种内镜的广泛开展，多数大型医院

都成立了内镜中心，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管理与使用内镜技术，造福

患者[4]。内镜诊治作为有创操作，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痛苦，

因此，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在内镜中心的日常运作中起到减轻痛

苦、增加安全性等重要作用。 

本研究采用人性化管理，针对切实存在的问题，为在内镜中心

诊治的患者提供了心理护理、健康宣教以及音乐疗法等护理措施。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满意度为 97.7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舒适度为 95.56%，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究其原

因，人性化护理能够切合实际，想患者所想，缓解患者的痛苦，因

此能够达到更好的护理效果[5]。 

综上所述，在内镜中心应用人性化护理管理能够显著提高护理

满意度和患者的护理舒适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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