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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摘要：目的：详细分析耳鼻喉门诊纤维喉镜检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设计预防对策。方法：选取符合标准的患儿共计 100 位，然后将其分为等人数
的两组，每组均为 50 人，为第一组实施常规护理，并将其命名为对照组，为第二组实施综合护理，并将其命名为实验组。最后，研究人员一共选择
了两项具体对比内容，包括：两组患儿接受护理后的焦虑情况以及最终疗效。结果：实验组患儿的平均焦虑情况显著轻于对照组患者，且最终疗效
普遍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对于耳鼻喉科门诊需要使用纤维喉镜进行检查的患儿而言，结合综合护理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避免患儿在检查过程中遇
到各种不适，从而推进后续治疗程序的顺利进行，加快健康恢复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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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是每个医院的基本组成部分，每年均有大量患者因

耳、鼻、喉等问题来医院就诊，此类患者及患儿在门诊进行检查时
大多需要使用纤维喉镜，其主要用来检查患儿的口腔、鼻腔是否存
在粘膜充血、增生或以及肿胀等病理情况，或者是否存在其他潜在
疾病，对于帮助医生诊断患儿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纤维
喉镜在检查过程中需要与患儿的组织器官和皮肤粘膜有直接接触，
十分容易对检查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对耳鼻喉科门诊的患
儿进行检查时辅以科学合理的护理措施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为了尽
可能减少耳鼻喉科门诊在使用纤维喉镜时出现安全问题的几率，研
究人员选择了 100 位符合标准的患儿展开了此次实验，并将实验结
果及结论记录如下，以期为提高耳鼻喉科门诊的诊断效率、预防患
儿的机体健康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1.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耳鼻喉科门诊曾经收治过大量年龄较小的患儿，为开展此

次实验，研究人员采取便利抽样法在符合标准的患者中随机选取了
100 位组成此次实验所需的研究对象小组，年龄都保持在 2—10 岁
之间，中间值为（4.52±1.22）岁。研究人员依照随机原则将所选
对象每 50 人分为了一组，且将其分别命名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为

提高实验的科学性和可信性，研究人员详细调查了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发现其 P 值大于 0.05，因此，此次实
验的结果与患儿基本资料之间的差异无必要相关性。 

1.2 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主要对比了综合护理与常规护理对于耳鼻喉科需要

进行纤维喉镜检查患者的应用效果，将选择的 100 位患儿分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并对两组患儿分别实施常规护理与综合护理，综合护
理即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入合理的环境护理、心理护理等内容。
最后，研究人员选择了两项具体对比内容，包括：焦虑情况以及最
终疗效，希望通过这两项指标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来判断综合护理对
降低耳鼻喉科门诊纤维喉镜检查所蕴含的安全隐患是否具有价值
和意义。 

2.研究结果 
2.1 两组患儿的焦虑情况对比结果 
由于喉镜检查会为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患儿又大多会对

疼痛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因此研究人员将患儿的焦虑情况
作为了第一项对比指标，也是最主要的对比指标。研究人员根据科
学标准将患儿的焦虑情况具体分为了Ⅰ级、Ⅱ级和Ⅲ级三种级别，
具体数据可见如下： 

表 1 两组患儿的焦虑情况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总计 

对照组 50 7 6（12.0%） 4（8.0%） 2（4.0%） 12（24.0%） 
实验组 50 2 8（16.0%） 7（14.0%） 7（14.0%） 22（44.0%） 

X2   0.9804 2.8168 7.2071 11.2076 
P 值  <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儿的最终疗效对比结果 
为探究综合护理的实际作用，研究人员将此项对比内容作为了

第二项对比指标。最终结果显示对照组中临床效果为无效的人数明

显多于实验组，即此项结果可证明综合护理在加快患儿恢复至正常
状态方面具有比常规护理模式更加明显的作用，具体数据可见如
下： 

表 2 两组患儿的最终疗效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合计 

对照组 50 7 24（48.0%） 21（42.0%） 5（10.0%） 45（90.0%） 
实验组 50 2 32（64.0%） 17（34.0%） 1（2.0%） 49（98.0%） 

P 值  <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纤维喉镜是一种软镜，比胃镜更细、更短，一般不会为患者带

来痛苦，可经过鼻腔或者口腔两种途径入镜进行检查。然而，由于
在检查过程中喉镜需要与患儿的组织结构或者皮肤粘膜进行直接
接触，因此会为患儿带来不同程度的问题，如若不处理好这些问题，
则很可能会对患儿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本次实验详细研究了综合护
理以及常规护理两种护理方式对于使用纤维喉镜进行医疗检查的
耳鼻喉科患儿的护理效果，以焦虑情况和最终疗效为主要评判依据
来判断哪一种护理方式更适合耳鼻喉科门诊。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发
现，使用综合护理的实验组患儿出现焦虑情况的总人数显著少于对
照组患儿，同时，在最终疗效方面，实验组患儿临床效果显示为无
效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且上述两项对比标准数据之间的差异均
符合 P<0.05 的临界标准，即两项对比情况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耳鼻喉科门诊中使用纤维喉镜可以有效提高诊疗效率和诊
疗速度，从而帮助医生尽快确定患儿的患病类型及程度，相较于常
规护理，综合护理所涉及的护理范围更加广泛，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还涉及到了环境护理与心理护理，主要内容为：为患儿提供温馨

的诊疗环境，以减轻患儿对检查过程的恐惧、焦虑等心理负担。并
且根据本次实验也可以发现，结合综合护理的使用可进一步保障患
儿的健康与安全，并确保后续治疗过程的顺利进行。因而，医护人
员应适当加大综合护理在耳鼻喉科门诊纤维喉镜运用的护理之中，
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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