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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手术室麻醉患者应激反应及心理负性情绪的
影响

张� 辉*� 曹丽娜� 丁谦亭

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中心卫生院� 山东� 济南� 250402

摘� 要：目的：探讨在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护理中应用心理干预对应激反应及心理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筛

选��例本院收治的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用数字标注法分成各��例的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采取手术室心理

护理与手术室常规护理。结果：手术前�G，两组患者收缩压、心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

比较，入手术室及气管内全麻前观察组患者收缩压、心率指标变化更优，两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治疗

前，两组患者恐惧反应评分、焦虑反应评分及抑郁反应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

恐惧反应评分、焦虑反应评分及抑郁反应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在护理满意度方面，

观观察组为�����％，对照组为�����％，差异呈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护理中应用

心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手术气管内全麻中的应激反应，消除患者负面情绪，保证患者在气管内全麻前后维持良好的

心理健康状态，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有临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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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和方法

�����一般资料

筛选��例����年�月�����年��月本院收治的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为研究对象，用数字标注法分成各��例的两

组，本次试验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了解本次试验，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年

龄均高于��岁。（�）患者身体情况支持手术治疗>��。排除标准：（�）存在严重肾病患者。（�）存在严重心血管疾病

及神经疾病患者。（�）存在心肺功能障碍患者。观察组男性患者��例、女性患者��例，年龄区间��a��岁，年龄均值

（�����±����）岁；对照组男性患者��例、女性患者��例，年龄区间��a��岁，年龄均值（�����±����）岁，两组患

者基线资料对比分析，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方法

�������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即在术前对患者讲解手术注意事项，帮助患者调整好手术治疗体位。>��观察

组的患者均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其护理方法具体如下。

术前：由于患者易对手术治疗产生较大的恐惧心理，而麻醉作为手术开始的第一步，患者极易对麻醉产生应激反

应，这易对手术治疗的进程及效果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护理人员需在术前对患者进行麻醉、手术过程及注意事项的讲

解，讲述麻醉的重要性，使患者对麻醉及手术治疗有正确认识，帮助其缓解恐惧心理，以减少应激反应，提升患者对

手术治疗的依从性>��。

手术麻醉时：在麻醉过程中，护理人员需根据其具体的麻醉方式，帮助其调整好麻醉体位，并通过一定的语言安

抚，帮助患者缓解麻醉过程中的不良情绪状态。

术后：若患者为局麻，则护理人员需对其讲解相应的术后护理措施，及麻醉易带来的不良反应，以消除其术后对

麻醉治疗的担忧。>��若患者为全麻，则待患者苏醒后，需及时知其手术治疗情况。

�����观察指标

*通讯作者：张辉，��������，女，汉，济南平阴，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中心卫生院，手术室器械护士，主管护

师，本科，研究方向：手术室护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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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观察与收集两组患者手术前�G、入手术室及气管内全麻前收缩压和心率。②�重点监测和记录两组患者手术前

后焦虑反应、抑郁反应、恐惧反应等情况。采用6�6焦虑量表评估患者焦虑反应，采用6'6抑郁量表评估患者抑郁反

应，各项评分与护理效果呈反比。③采用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估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分，满意��a��

分，不满意�����分，分数与护理满意度呈正比。

1.4��统计学分析
此次研究数据用6366����软件整理，定数资料用>��％��描述，行��检验，定量资料用（ ）描述，行�检验，����

����表示组间差异呈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收缩压、心率对比

经研究，手术前�G，两组患者收缩压、心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入手术室及

气管内全麻前观察组患者收缩压、心率指标变化更优，两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1��观察组与对照组收缩压、心率对比（ ）

分组 例数
收缩压（PP+J） 心率（次�分钟）

手术前 �G入手术室 气管内全麻前 手术前 �G入手术室 气管内全麻前

观察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术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应激反应对比

经研究，治疗前，两组患者恐惧反应评分、焦虑反应评分及抑郁反应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治疗后，观察组恐惧反应评分、焦虑反应评分及抑郁反应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 ��

����）。见表�

表2��手术前后观察组与对照组应激反应对比（ ，分）

分组 例数
恐惧反应评分 焦虑反应评分 抑郁反应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研究，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为�����％，对照组为�����％，差异呈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3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3��讨论

手术室麻醉是手术治疗过程中较常规的治疗方式，通过麻醉能削弱患者的触感，减轻患者的痛感，使患者在无痛

状态下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因手术造成的剧烈疼痛而影响患者整体的手术治疗效果，但患者易因对自身病情及手术治

疗方式的担心而产生应激反应及心理负性情绪，进而影响其手术治疗效果，耽误其手术治疗进度。

本次试验主要对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护理中应用常规护理干预与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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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观察组入手术室后收缩压为（������±����）PP+J、心率为（�����±����）次�分钟，气管内全麻前收缩

压为（������±����）PP+J、心率为（�����±����）次�分钟，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观察组恐惧反应评分为（�����±����）分、焦虑反应评分为（�����±����）分、抑郁反应评分为

（�����±����）分，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另外，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呈统计学意义（��������）。由此说明，对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采取心理护理管理方式，能够获取较好

的护理效果，有效缓解患者手术气管内全麻中的应激反应，很大程度上消除患者负面情绪，对气管内全麻患者手术前

后的心理健康状态加以保障，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手术室气管内全麻患者护理中应用心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手术气管内全麻中的应激反应，消除患

者负面情绪，保证患者在气管内全麻前后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有临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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