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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理与健康·

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的人文关怀护理运用效果

杜雪琴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分析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人文关怀护理的运用效果。方法：于2019年6月—2020年1月期间在该院

接受耳鼻喉内窥镜检查的患者中随机抽取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50例，分别实施常规

护理（常规护理组）与人文关怀护理（人文关怀组）。组间观察指标为两组护理前后的临床焦虑程度评分以及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结果：护理前两组焦虑S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护理后两组焦虑SAS评分均较

该组护理前明显下降，且人文关怀组的评分（30.11±0.49）分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38.25±0.3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 ， ）。人文关怀组非常满意70.00%、基本满意28.00%，护理总满意率为98.00%，明显高于常规

护理组的非常满意50.00%、基本满意32.00%，护理总满意率为8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0.05）。结论：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可以获得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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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耳鼻喉内窥镜是耳鼻喉科临床常用的检查诊断工具，

是通过电脑全程控制镜面的温度，在应用过程中可以避免

灼伤黏膜，也不会损伤纤维毛上皮组织，并且具有无辐射

的临床特性，临床应用广泛。耳鼻喉内窥镜主要用于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鼻腔良性肿物切除等耳鼻喉疾病的辅助

治疗[1]。在患者进行耳鼻喉内窥镜检查时需要将细长的内

窥镜插入患者的病灶部位，方便观察患者鼻腔内及咽喉部

位的细微病变，确定患者的病灶组织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治

疗。由于耳鼻喉部位的特殊性，加之患者对检查方式的不

了解，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问题，引发患者

的应激反应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在耳鼻喉内窥镜检查期

间，对患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下

医疗卫生服务强调患者的诊疗舒适性，以人文关怀为主的

护理更符合时代的要求[2]。本研究以192例行耳鼻喉内窥镜

检查的患者为对象，探讨耳鼻喉内窥镜检查护理中人文关

怀的应用及对患者焦虑自评量表（ ，

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将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作为研究时段录入该时段

我院收入的接受耳鼻喉内窥镜检查的患者74例作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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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按照随机均分法记名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单组样

本量设置为37。

实验组中患者年龄区间值为 岁，平均年龄

（46.2±4.5）岁，患者男女比为（18:19）。对照组中患者

年龄区间值为27~72岁，平均年龄（47.8±4.9）岁，患者

男女比为（20:17）。

患者基本资料由我院统计学人员进行资料分析录入

Excel表格，完成资料统计后，由数据统计人员进行资料

分析，确认患者基本资料可进行对比，差异不显著（

0.05）。本次实验提交医学伦理委员会，经审核后审批

通过。

方法

检查过程中，对常规护理组患者实施同步的常规护

理。内容包括：在术前告知患者注意事项，术中的配合

要点，并随时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同时进行有针对性

的护理干预，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术中治疗[3]。对人文关怀

组患者实施人文关怀下的护理，包括：

检查前人文关怀护理：开始实施耳鼻喉内窥镜

检查之前，护理人员首先对患者进行必要的知识讲解，

告知患者检查的目的和方式、基本流程、可能会出现的

不适感等，并帮助患者按照检查的需要调整合适、舒适

的体位，并注意留心观察患者的焦虑、紧张等情绪，对

患者进行适当的安抚；

检查中人文关怀护理：检查过程中护理人员

全程陪护患者，及时告知患者检查的进程。并适时询问

患者的感受，如果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可指导

患者深呼吸，对于症状较为明显的患者，可暂时停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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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导其休息片刻再继续检查；

检查后人文关怀护理：检查结束后及时告知患

者检查完毕的消息，帮助患者起身，保持静坐状态休息

。期间严密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告知患者麻醉失

效后可能会出现咽喉肿胀、轻微流鼻血等情况，属于检

查所致正常现象，无需过分紧张。另外，嘱患者在检查

后 内禁水、食、忌烟酒、避免大声说话[4]。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心理状态发生率进

行比较。不良心理状态包括焦虑、抑郁。护理满意度采

用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调查内容包括患者对于护士

的讲解是否满意，患者对于护士的护理是否满意，患者

对于护士的操作是否满意，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不满

意。总满意度 十分满意+满意)例数/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由 进行统计学分析，

各项统计学数据处理操作由专业数据统计人员进行，T、

χ2值分别检验计量、计数数据，确认结果 则视为

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焦虑情绪SAS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焦虑SAS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5）；护理后两组焦虑SAS评分均较该组护理前明显下

降，且护理后组间比较也显示，人文关怀组的评分明显低

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焦虑情绪SAS评分比较[（ ），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P值

常规护理组（n ） 48.89±1.05 38.25±0.35 5.237

人文关怀组（ ） 48.46±1.31 30.11±0.49 7.023

t值 1.811 95.586

值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相较于对照组来说更高，

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 ）。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 ） 12 15 10 72.97%

实验组（n ） 19 17 1 97.30%

3 讨论

耳鼻喉内窥镜检查在目前临床上属于一种常见的检

查方式，但由于插管操作会对患者的机体功能造成一定

的损伤，所以在临床研究中认为需要选择一种安全有效

的护理操作对患者进行配合，才能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5]。人文关怀在耳鼻喉内窥镜检查护理工作中开

展，能够使患者在接受内窥镜检查时获得足够的护理支

持；而人文关怀护理在应用时，尊重患者的独立人格，

并尽可能减少患者的陌生感，同时还能够消除患者的恐

惧和不良情绪，使互换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护理人员

在工作中通过熟练的掌握工作技巧，并且展现娴熟的护

理操作，能够使患者的心理状态更为良好，这样能够使

护理工作的实效性得到提高。

有针对人文关怀护理护理在恶性肿瘤护理中的应用

效果研究中，将常规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实验组采

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结果发现不同护理干预后，实验

组情绪指标得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人文关怀在患者身心层面具有支持作用。本研究

中，干预后两组SAS及SD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提示与常规护理方式比较，采用联

合人文关怀的护理模式，更可以有效帮助患者缓解焦虑

及抑郁的负面心理情绪。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

对110例脑出血患者的研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临床护

理，观察组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结果发现观察组的

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等各项生活质量评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人文关

怀模式在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中，

干预后观察组心理、生理、环境、社会的4项舒适度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加强

人文关怀护理可以提高患者检查过程的舒适度，不会给

患者留下不好的检查体验，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对接受耳鼻喉内窥镜检查的患者实施人

文关怀护理可以有效缓解患者对检查的焦虑情况，为患

者提供良好的检查与护理体验，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林艳,林秀招,江晓平.人文关怀在耳鼻喉内窥镜检查

护理中的应用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18(9):561-562.

[2]李红艳.人文关怀护理在耳鼻喉内窥镜检查中的应

用价值研究[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4,5(17):113-114.

[3]任婷婷 ,杨德芬 ,汪成琼 ,等 .人文关怀护理对耳

鼻喉内窥镜检查应用效果的M e t a分析 [ J ] .中国医药

报,2016,13(14):141-145.

[4]孙晓婷.探讨对行耳鼻喉内窥镜检查者实施人文关

怀护理的临床效果[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

期刊,2015,15(43):225.

[5]莫小路,蔡彦芬,袁珊燕.人文关怀在耳鼻喉内窥镜检

查护理中的应用观察[J].医药前沿,2017,7(8):295-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