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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的效果分析

刘 沙
克什克腾旗人民医院 内蒙古 赤峰 025350

摘 要：本研究通过详细具体的护理干预措施，深入分析其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通过设置更

丰富的观察指标和量化的数据表格，全面评估护理干预对患者检查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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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是诊断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

手段，其准确性高、创伤小。然而，检查过程中患者可

能产生不适感和恐惧心理，影响检查的顺利进行。护理

干预作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能够显著提高检查的质

量和患者的舒适度。本文将对护理干预在无痛胃镜联合

肠镜检查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进行深入分析。

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接受无痛胃镜联合
肠镜检查的患者20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被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 = 100）接受常规检查护理，
观察组（n = 100）则在常规检查护理基础上实施护理干
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具有可比性。
2��方法

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检查护理，包括简单的检查

前说明、基本的肠道准备指导及检查中的常规护理。

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以下详细的护理

干预：

2.2.1  全面的检查前指导：
为了确保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的顺利进行，并最

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不适与焦虑，观察组在检查前为患

者提供全面的指导。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心理状态、检查的配合度以及最终的检查效

果。（1）为患者提供一份详尽的信息手册。这份手册不
仅解释了检查的目的和意义，还详细阐述了检查的整个

流程，包括前期准备、检查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可能遇到

的风险。通过这份手册，患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即将进

行的检查，从而减少因为未知而产生的恐惧感。（2）除
了书面资料还特别重视与患者的面对面沟通。在预约检

查时，护士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过敏史以及当前的身

体状况，确保患者符合检查的条件。同时，护士还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指导。（3）心理疏导
在这一环节也显得尤为重要。许多患者在面对胃镜或肠

镜检查时，都会感到紧张或焦虑。为了缓解这些负面情

绪，专门培训了医护人员，让他们掌握深呼吸练习和放

松技巧。在检查前，医护人员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和放

松练习，帮助他们平复心情，更好地配合检查。

2.2.2  个性化的肠道准备：
肠道准备是进行肠镜检查的关键步骤，它直接影响

到检查的准确性和患者的舒适度。为了确保每一位患者

都能在检查前达到最佳的肠道清洁状态，我们为观察组

的患者提供了个性化的肠道准备方案。（1）在制定方案
之前，详细询问了患者的饮食习惯和日常排便情况。这

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患者的肠道功能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至关重要。例如，对于经常便秘的患者，会建议其提前

几天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以促进肠道蠕动。（2）泻药
的使用是肠道准备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提供了个性化的泻药使用指导。对于肠道功能

较好的患者，推荐使用较轻柔的泻药，并详细说明使用

方法、时间和剂量，以确保其在检查前能够彻底排空肠

道[1]。而对于那些肠道功能较差的患者，选择更为温和的

泻药，并密切关注其使用后的反应，以避免不适或过度

脱水等问题。（3）除了泻药的使用，还强调了饮食调整
的重要性。在检查前几天，建议患者避免高纤维、高脂

和难消化的食物，转而选择低渣、易消化的食品，如稀

饭、面条等。这样的饮食调整有助于减少肠道内的残留

物，提高肠道清洁度。

2.2.3  周密的检查中护理：
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过程中，周密的护理是确

保患者安全和检查顺利进行的关键。护理团队在整个检

查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以专业的态度和精细的操

作来守护每一位患者。（1）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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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先进的监护设备，实时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

和血氧饱和度，确保这些指标在正常范围内。任何异常

的波动都会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迅速采取相应的措

施。（2）协助患者保持正确的体位。在检查过程中，患
者需要采取侧卧或俯卧等特定位置，以便医生能够清晰

地观察和操作。护理团队引导患者调整体位，确保他们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保持舒适且安全。（3）保持呼吸道的
通畅也是至关重要的。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确保

他们的呼吸道没有被阻塞或受到压迫[2]。在必要时，采取

适当的措施，如调整患者的头部位置或使用吸氧设备，

以确保患者的呼吸顺畅。（3）除了生理上的护理，还注
重与患者的心理沟通。检查过程中的焦虑和恐惧是患者

常有的情绪反应。因此，与患者进行持续的沟通，解释

每一个步骤的目的和意义，让患者感受到专业和关怀，

从而减轻他们的紧张情绪。

2.2.4  贴心的检查后护理：
当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结束后，患者往往需要一

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和舒适，为

观察组的患者提供了贴心的检查后护理。（1）密切关
注患者的恢复情况。在检查结束后，患者会被移至恢复

室，由专业的护理人员进行观察和评估。详细询问患者

是否有任何不适，如头晕、恶心、呕吐或腹痛等症状。

同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和呼吸

等，确保它们逐渐恢复到正常范围内。（2）除了生理
上的恢复，还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检查过程可能会让

患者感到疲惫和紧张，因此我们会提供安静、舒适的环

境，帮助患者放松心情，缓解压力。（3）在患者恢复期
间，还提供详细的检查后注意事项和生活建议。向患者

解释检查后的正常反应和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并指导

他们如何应对[3]。例如，建议患者在检查后短时间内避

免剧烈运动和繁重工作，以免对身体造成额外负担。同

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饮食和生活习惯上的建

议，帮助他们更好地恢复健康。

2.3  观察指标
2.3.1  检查质量指标：
为了确保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的效果，设定了以

下几项关键的观察指标来全面评估检查的质量。（1）肠
道清洁度是检查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检查的视野和准

确性。为此，采用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量表来对肠道的

清洁程度进行科学评分。这一量表能够客观、量化地反

映肠道的清洁状况，为检查提供清晰的视野。（2）记录
从检查开始到结束的总时间，以此评估检查的效率和顺

畅性。一个高效的检查不仅能够减少患者的不适，还能

为医生提供更准确的信息。（3）检查结果的可靠性，将
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详细对比，从而验证检查

的准确性。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后续治疗

方案的制定和患者的健康。

2.3.2  患者满意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特别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估患者对我们无痛胃镜联合肠镜

检查的满意程度。（1）通过10点李克特量表来量化评
估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舒适度。这个量表可以让患者详

细地表达出他们在检查中的感受，从1（非常不舒适）
到10（非常舒适），患者可以根据个人体验给出相应的
评分，这样可以精确地了解到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舒适

度。（2）请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整体满意度进行评价，满
意度以百分比形式表示，这样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患者对

护理团队工作的认可程度。（3）调查患者是否愿意再次
选择本院进行检查，这个比例能够反映出患者对整体服

务的信任和满意度，也是持续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

3��结果分析

3.1  检查质量结果
表1��检查质量结果数据统计表

指标 对照组（n = 100） 观察组（n = 100） P值
肠道清洁度
评分

7.5±1.2 9.2±0.8 < 0.001

检查完成时间
（分钟）

35.4±5.6 28.2±4.3 < 0.001

检查结果准确
性（%）

85 97 < 0.01

检查质量结果分析：

（1）肠道清洁度评分：对照组的平均肠道清洁度评
分为7.5±1.2，而观察组的评分为9.2±0.8。这一显著差异
（P < 0.001）表明观察组的肠道准备工作更为充分，这
为医生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提高检

查的准确性。肠道的高清洁度减少了残留物对检查的干

扰，使得病灶更容易被发现。

（ 2）检查完成时间：对照组的检查完成时间为
35.4±5.6分钟，而观察组的检查完成时间为28.2±4.3分
钟。这一明显的时间缩短（P < 0.001）意味着观察组的
检查效率更高。这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不适和焦虑，还

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3）检查结果准确性：对照组的检查结果准确性为
85%，而观察组的准确性高达97%。这一显著提升（P < 
0.01）直接反映了观察组在肠道准备、检查过程中的护理
以及医生与护理团队的协作等多方面的优势。高准确性

的检查结果对于后续的治疗方案和患者的预后都具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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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比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可以明显看

出观察组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表现出更高的检查

质量和效率。这得益于全面的检查前指导、个性化的肠

道准备、周密的检查中护理以及贴心的检查后护理等一

系列护理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

3.2  患者满意度结果
表2��患者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指标 对照组（n = 100） 观察组（n = 100） P值
检查过程中舒
适度评分

6.8±1.5 8.9±0.9 < 0.001

对护理服务的
整体满意度
（%）

75 96 < 0.001

愿意再次选择
比例（%）

65 92 < 0.001

患者满意度结果分析：

（1）检查过程中舒适度评分：对照组的检查过程中
舒适度评分为6.8±1.5，而观察组的评分为8.9±0.9。这一
显著差异（P < 0.001）反映出观察组在检查过程中的护
理措施更加周到和细致，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

这可能与护理团队对患者个体化的需求关注、检查环境

的优化以及心理支持等方面的努力有关。

（2）对护理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对照组的患者对护
理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为75%，而观察组则高达96%。这一
大幅提升（P < 0.001）表明观察组的护理服务得到了患
者的高度认可和赞赏。这种满意度的提升可能源于护理

团队的专业技能、良好的服务态度以及对患者需求的及

时响应。

（3）愿意再次选择比例：对照组中愿意再次选择本
院进行检查的患者比例为65%，而观察组中这一比例高达
92%。这一显著差异（P < 0.001）说明观察组的患者在接
受检查后对医院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都非常高，因此更愿

意选择再次来本院进行检查。这种高度的信任和满意度

是医院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体现，也是医院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

通过对比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各项指标，可以明显看

出观察组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的患者满意度方面

表现出显著优势。这得益于护理团队在检查前、检查中

和检查后的全面、细致和人性化的护理服务。这些努力

不仅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还增强了患者对医

院的信任和忠诚度。

4��讨论

通过实施一系列详细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在检

查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一成效凸

显了护理干预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体验中的关键

作用。护理干预的全面性和个性化是其成功的关键。全

面的检查前指导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检查流程和注意事

项，减少了检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个性化的肠道准备

方案则确保了每位患者都能在最佳状态下接受检查，从

而提高了检查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周密的检查中护

理和贴心的检查后护理则大大提升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满

意度，增强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和忠诚度[4]。护理干预不

仅优化了检查流程，还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是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

结语

本研究通过详细具体的护理干预措施和丰富的观察

指标，全面评估了护理干预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

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高检查

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因

此，建议在无痛胃镜联合肠镜检查中大力推广护理干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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