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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日间病房肠镜患者在针对性护理的改善作用分析。方法：选取2024年1~6月，随机抽取我院

日间病房肠镜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50例与对照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术后常规

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模式。结果比较两组负性情绪、SAS、SDS、疼痛感情况，护理后患者

舒适度和对于护理的满意情况。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日

间病房肠镜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有效缓解焦虑抑郁情况，提高护理满意度，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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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of targeted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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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colonoscopy.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4, 100 patients with dayward colonoscopy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50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targeted nursing mode. Results: Negative emotion, 
SAS, SDS, pain perception,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
t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day ward colonoscop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clinical effect 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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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肠息肉是一种良性的肠腔隆起性病变，可以发生在肠道的任何部位，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受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影响，其发病率逐年上升[1]。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是最常见的治疗手段之一[2]，
研究指出，早期对结肠息肉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发展为结肠癌，可将恶变率降低约13.37% [3]。
由于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穿孔、出血等突发事件，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心理波动，影响患者的身

心健康，不利于患者病情的康复[4] [5]。因此临床护理采取干预，针对性护理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护理模式，

体现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更适用于临床护理。现共选取 100 例患者，旨在进一步研究针对性护理干预

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 2024 年 1 月到 2024 年 6 月作为此次试验研究时段，将该时段内在我院日间病房进行肠镜的患者

100 例作为试验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两组一般资料见表 1，组间相

比差异不显著(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lated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表 1. 两组患者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SAS 

t P 
SDS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1.92 ± 5.23 41.52 ± 4.86 18.504 <0.05 53.92 ± 4.12 42.13 ± 2.05 30.426 <0.05 

观察组 51.11 ± 5.05 38.35 ± 2.01 23.125 <0.05 53.85 ± 4.05 37.69 ± 1.72 37.231 <0.05 

t 0.974 10.652   0.057 10.723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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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1) 年龄 ≥ 18 岁；2) 拟行内镜下结肠息肉电切术治疗；3) 语言沟通能力、理解能力以及

认知功能均正常，可正常沟通；4) 入组前身体健康，生活自理能力正常；5) 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

准：1) 年龄 < 18 岁或 > 65 岁；2) 入组前长期服用镇静药和(或)抗抑郁药物者；3) 重要器官功能不全

者；4) 凝血功能异常者；5)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6) 存在恶性肿瘤者。 

2.2. 方法 

观察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办理入院，介绍科室和病房环境，讲解关于结肠镜治疗结肠息肉的相关

知识，包括手术的目的和方法，说明术前饮食的相关注意事项等。术中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协助患

者左侧卧位配合医生手术。术后指导患者卧床休息，术后禁食水，并向患者说明术后饮食的时间和注意

事项，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做好记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对照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主要为：1) 术前护理：① 在常规宣讲上，针对性开

展心理疏导，了解患者的具体心理状况，并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指导，减轻心理压力，缓解不良情绪。

② 针对性健康宣讲。每一位患者的接受能力不同，需针对性开展一对一健康宣讲，通过视频向患者和家

属介绍手术的操作方法、目的、配合方法等，对于接受能力弱的患者进行多次讲解，并耐心解答患者疑

问，使患者对于结肠息肉更加直观了解，并掌握术中呼吸等配合方式，降低恐慌等情绪，更好的配合，

提高手术成功率。2) 术中护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状况实施个体化健康指导，尤

其是对于紧张情绪严重的患者进行安慰，形成共情，耐心的向患者讲解穿刺的重要性，缓解心理压力，

能够有效配合顺利完成检查。3) 术后护理：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告知术后的注意事项，观察患者

情绪变化，积极询问患者是否有其他不适感，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安抚，缓解不良情绪，使患者的身体逐

渐康复。 

2.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1)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改善情况，主要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开展评

价，每一个量表分别包含 20 个项目，分为 4 级评分，“1”：没有或很少时间，“2”：小部分时间，“3”：

相当多时间，“4”：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将 20 个项目得分相加乘 1.25 为总分，满分 100 分，低于 50
分为正常，50~60 分为轻度，61~70 为中度，70 以上为重度。 

2)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疼痛改善情况，主要疼痛视觉量表(VAS)进行评价，患者根据自身疼痛情况进

行打分，分值范围为 0~10 分，无痛为 0 分，轻度为 1~3 分，中度为 4~6 分，重度为 7~9 分，剧痛为 10
分。 

3) 护理后，患者的舒适度情况，主要利用舒适度量表进行评分，主要包含四个维度，每个维度进行

1~6 分评分，分值越高表示舒适度越高。 
4) 患者对于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利用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进行统计，满分 100 分，>90 分为非

常满意，60~90 分为相对满意，<60 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相对满意)/总人数 × 100%。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 x s±  (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 χ2 检验，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前后两组 SAS、SDS 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P > 0.05)，经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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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5 ± 2.01)分、(37.69 ± 1.72)分，对照组评分为(41.52 ± 4.86)分、(42.13 ± 2.05)分，两组评分显著低于

护理前(P < 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详情见表 1。 

3.2. 护理前后疼痛改善对比 

护理前，两组 VAS 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护理后患者 VAS 评分显著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详情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in improvement between two groups 
表 2. 两组疼痛改善情况比较表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50 5.01 ± 1.06 4.37 ± 0.65 8.964 <0.05 

观察组 50 5.02 ± 0.98 2.76 ± 0.53 9.075 <0.05 

t  0.085 10.264   

P  >0.05 <0.05   

3.3. 护理后舒适度评分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生理舒适度各个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详情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fort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表 3. 两组舒适度评分比较 

组别 n 生理舒适 心理舒适 社会舒适 环境舒适 

对照组 50 2.36 ± 0.26 2.35 ± 0.56 2.24 ± 0.15 2.75 ± 0.33 

观察组 50 3.26 ± 0.35 3.47 ± 0.52 3.51 ± 0.21 3.82 ± 0.36 

t  13.085 13.045 15.203 18.906 

P  <0.05 <0.05 <0.05 <0.05 

3.4. 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达 96.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00% (P < 0.05)，详情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表 4.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表 

组别 n 非常满意 相对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n %) 

对照组 50 28 20 2 48 (96%) 

观察组 50 13 25 12 38 (76%) 

χ²     8.642 

P     <0.05 

4. 讨论 

肠道息肉的诊断需要在肠镜下进行诊断，属于侵入性的检查操作，部分患者对该检查会存在抵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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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6]，若在息肉恶变前发现并治疗，可避免肠癌的发生，因此给予肠道息肉及时有效的治疗十分重要[7]。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出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从入院宣教、术前宣教、术后宣教，心理护理，出院

宣教等各个方面的护理实施针对性、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护理，使患者得到最优质的护理服务，促进其身

心状态的改善与恢复[8]。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以降低息肉的复发风险，如合理安排每日饮食，

多喝水，适量油脂，避免便秘，戒烟限酒；避免质地过硬，膳食纤维过多，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保证营

养丰富，补充优质蛋白，鸡鱼虾等。寻找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自我放松，缓解

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一系列措施可以给患者的术后康复效果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9]在专业的医疗

技术支持下，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同时有效提高就医满意度[10]。 
综上所述，对日间病房肠镜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有效缓解焦虑抑郁情况，提高护理满意度，临床

效果显著。 
对照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观察组，提示针对性护理能够缓和肠息肉切除患者的焦虑心情和

心理压力。分析其原因是：护理人员在围手术期中全面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及时解决了患者的主诉及心

理需求，及时对患者进行疏导与安抚，同时通过护患之间的交流，加强了患者治疗的信心，继而使干预

后的 SAS、SDS 评分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分析其原因是护理人员在查房中教授了患者日常功能

锻炼等，能够帮助其提高睡眠质量，加上患者心态日渐稳定平和，对于治疗积极有信心，结果表示实施

优质护理能够降低直肠息肉切除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分析其原因是：护理人员在围手术期提高了患者

对疾病的认识和自身情况的认知，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时处理特殊情况，有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

生。干预后，观察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物质生活均较干预前上升，且观察组高于对照

组。分析其原因是：护理人员实施优质护理服务使患者在生理、心理上感到舒适，患者心态日渐平稳，

从而提高了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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