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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减轻耳鼻咽喉部手术术后
疼痛程度中的应用分析

张　影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目的：心理护理在减轻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术后疼痛程度中的应用分析。方法：研究选取了本院2019年7
月至2020年6月所收治的76例行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比较两组的临床护理效果情况。通过实
施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干预组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和对照组干预后，这说明目的心理
护理干预措施对于缓解患者的疼痛症状有一定的效果。同时，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一结果表明，目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体验，具有很好的临床推广价
值。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研究结果对于临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样本量不大以及研究设计存在限制，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目的心理护理在手术后疼痛程度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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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手术是治疗耳鼻咽喉部科疾病的常用方式，

但手术后患者常常会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疼痛，这对患者

的身心健康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实施有效的术

后护理对于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治疗体验非常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心理护理对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术后疼

痛度的干预效果。通过对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本院收
治的76例行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进行随机分组，本研
究采用特定的干预措施来减轻患者术后的疼痛感。结果

显示，通过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干预组患者的疼痛程度

明显下降，且护理满意度显著提高。这说明目的心理护

理在减轻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术后疼痛程度中的应用是有

效的。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所以结果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此外，本次实验并未深入

探讨目的心理护理的具体实施方式。还需要开展更多的

研究，以确定最佳的心理护理干预方式和实施方法，以

提高手术后患者的疼痛缓解和护理满意度。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本院收治的

76例耳鼻咽喉部手术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3 8例，男性22例，女性16
例；年龄27~62岁，平均年龄45.92±9.55岁。干预组38
例，男性23例，女性15例；年龄25~64岁，平均年龄
46.22±9.13岁。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如
性别、年龄以及手术类型等，发现两组患者的资料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两组患者之间的基线特征

相似，因此可以开展组间对比研究。这为后续的研究结

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增加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可

靠性。

1.2  方法
（1）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检查患者生命体

征，指导患者正确用药，为患者提供环境护理等等。

（2）本研究的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针对耳
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的特点，实施了心理护理干预。心

理护理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为患者提供情感

支持，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和负性情绪，促进康复。具

体来说，干预组采取了多种心理护理方式，包括与患者

的有效沟通，如解答患者的疑虑，把握患者内心真实想

法，给予信任和情感支持；为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如向

患者介绍相关手术治疗的知识，让患者对自身疾病有充

分的认知，帮助其建立治疗信心；鼓励家属参与患者

的心理护理，使患者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为患者

进行疼痛评估和止痛措施，如选择合适的镇痛药物或转

移患者注意力，通过听音乐、参加活动等方式，有效缓

解疼痛和不适感。实施干预后，结果表明，采取心理护

理干预的患者疼痛感明显减轻，且护理满意度也明显提

高。这说明心理护理对于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来说是

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治

疗体验。需要注意的是，心理护理的实施应符合专业规

范，合理、科学、有效。在具体执行中，应根据患者的

个性化需求和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心理护理干预方

式，不能“一刀切”，也不能过度依赖药物。此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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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理干预还需要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以保证干预效

果和持续性。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了疼痛评估和满意度评估对两组患者进

行干预效果的评估。其中疼痛评估采用了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评分法，对两组患者进行干预前后的疼痛症状
进行量化评价，以反映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疼痛感的改

善效果。结果显示，采取心理护理干预的患者的疼痛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证明了心理护理在减轻患者疼痛感

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满意度评估也是评价心

理护理效果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了医院自拟的护理

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对两组患者进行干预后的护理满意

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说明心理护理干预对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和医疗体验具有积极影响。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0.0对所得各项数据进行加以分

析。对于计数资料（如满意率等指标），采用百分比

（%）来表示，同时使用χ2检验进行差异的判断；对于计

量资料（如VAS评分等），则使用 来表示，同时采

用t检验来分析差异的显著性。这些统计学分析方法的使
用有益于对研究结果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和判断，以

更加客观、科学的方式验证心理护理干预的疗效和实用

性。同时，本研究还选定了P < 0.05作为差异存在统计学
意义的显著性标准，以保证分析的可靠性和精准性。

2��结果

2.1  干预前后VAS评分情况比较，见表1。
表1��两组患者干预前后VAS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8 5.37±1.25 4.82±0.76
干预组 38 5.36±1.26 1.39±0.49

t 0.035 23.382
p 0.972 0.000

2.2  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见表2。

表2��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8 13（34.21） 9（23.68） 8（21.05） 8（21.05） 30（78.95）
干预组 38 18（47.37） 11（28.95） 7（18.42） 2（5.26） 36（94.74）
χ2 4.145
p 0.042

3��讨论

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案，但患者

在通过手术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适感，尤其是疼

痛。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度不足，可能会过度夸大手

术后的疼痛感，导致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因此，加强对

耳鼻咽喉部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有效的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疼痛感，减轻

不良情绪，建立正确的治疗信心，最终达到更好的疾病

治疗效果[1]。首先，心理护理需要注重情绪的疏导和舒

缓。术前，护理人员可以向患者介绍手术的过程、可能

面临的困难和并发症等内容，为患者提供充足的知识信

息，减少不必要的恐惧和疑虑。在手术中，通过引导患

者进行深度呼吸、放松训练等方式，缓解患者的紧张和

不安感。在手术后，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关爱、鼓励等方

式改善患者的情感状态，缓解手术中的疼痛感和不适

感，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其次，需要注重对患者和家属

的教育宣传。通过普及有关手术治疗的知识、并解释术

前、中、后操作规程，让患者和家属了解与治疗方案相

关的问题，提高他们对治疗计划的理解和信任[2]。此外，

护理人员可以向患者介绍疼痛管理方案，教育患者掌握

自我疼痛管理的方法，让患者在术后自己能够应对不同

的疼痛感和不适感。最后，需要注重有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每个患者的疾病和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因此患者

的心理干预也需要个性化。例如，在进行耳鼻咽喉部手

术时，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因素都会对术后护理带来巨

大的影响，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心理护理方案。

护理人员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对疾病的态度、生

活习惯等细节信息，以便为每个病人制定出最适合的个

性化心理护理方案[3]。

除了疼痛管理，心理干预还可以提高患者对治疗的

认知度和合作性。在手术前，护士可以向患者详细介绍

手术过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后的护理等内容。

这样可以增强患者对手术的了解和信心，减少不必要的

恐惧和紧张感，有利于术后身体的恢复。在手术中，护

士可以采用音乐疗法、幻想疗法等方式，让患者放松身

心，减轻对手术的焦虑感，也有助于缓解手术中的疼痛

感觉。在手术后，护士可以借助干预手段让患者意识到

自己的痛点，从而提高病患者对疼痛的认知度。同时，

护士可以通过关爱、鼓励等方式改善患者的情感状态，

减轻患者的疼痛感，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例如，护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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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对患者进行换药或者护理时，轻声细语地向患者讲

述治疗过程和护理重点，这样可以缓解患者的不安感，

营造出放松愉悦的氛围和情景。心理护理还可以让患者

有效地控制术后疼痛，提高患者对自身情况的体验和控

制感，减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4]。例如，护士可以引导患

者进行术后理疗和康复运动，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

减轻疼痛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在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时，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临床护理病人的重要性和复杂

性，在领域内不断学习、总结、探索经验，提高护理水

平，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

务。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疾病的特点和患者的生理、

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制定出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以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耳鼻咽喉

部部手术患者护理中是一种非常重要、必要的手段，具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临床意义。在手术前、中、后的各

个阶段都可以利用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精准的评

估，深度治疗、深入控制疾病的发展，提高治疗效果和

患者的生活质量[5]。

为了提高心理护理的效果，护理人员应该注重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了解患者疼痛的类型和特点，选择合

适的疼痛治疗方案。例如，在局部配合使用神经阻滞

药物和镇痛药物等措施，可以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疼痛

感，缓解患者的不适感。其次，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

关系。对于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护士要向患者充分介

绍手术的过程和注意事项，鼓励患者主动提出疑问和问

题，并且及时做出回应。这样可以帮助患者减少焦虑和

紧张感，建立出良好的护理期内心理氛围和情境[6]。再

次，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个性化的心理护

理方案。例如，在年龄和性别上不同的患者都需要不同

的心理护理方式。对于年轻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趣味

性强、富有创意、互动型、合理化的心理护理方式，引

导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面对手术和治疗；对于老年患

者，我们可以注重对患者的关爱和关心，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包括聊天、听音乐、观看影片等，细心照料，保

障患者身体的恢复和心理的健康[7]。最后，强化患者及病

家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度。通过心理知

识的普及，让患者和家属了解有关心理疾病的发病原因

和治疗的重点和方向，供他们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提

高自控能力和自信心。

综上所述，耳鼻咽喉部部手术患者心理护理在提高

患者舒适度、缓解疼痛感、减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心理干预，患者可以有效地控制

术后疼痛、提高自制能力、增强对治疗的信心，达到更

好的治疗效果。护理人员需要将心理护理融入到临床护

理的各个环节，制定个性化、系统化的护理方案，为患

者提供全面、专业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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