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6  —  医师在线  Physician Online

·护理研究·

医师在线 2021 年第 8 卷第 11 期

鼻内镜治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中运用护理干预后的康
复效果分析

张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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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进行鼻内镜手术的患者采用护理干预的康复效果。方法　将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在本院进行鼻内镜手术治疗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 100 例作为本次的观察对象，并将这 100 例观察对象按照奇偶数

的方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有 50 例进行鼻内镜手术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法，而实

验组使用护理干预，并将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护理方法护理后，将两组患者治疗的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　采用护理干预的

实验组患者治疗的效果优于对照组，且对比具有意义（p<0.05）。结论　本文通过将护理干预措施应用在鼻内镜手术的慢性鼻

窦炎鼻息肉患者的护理中，不仅可以将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同时还可以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促进患者预后的恢复情况，

提高临床上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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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具有非常高的发病率，会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以及

患者的工作，患者在患有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以后会出现嗅觉

异常、头痛和鼻塞等症状，目前临床上对于这种疾病主要是

采取鼻内镜手术进行治疗，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还需

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同时也能够使

患者拥有非常舒适且高质量的治疗环境和体验。本文将护理

干预措施应用在进行鼻内镜手术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

中，并将结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在本院进行鼻内镜手术的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

奇偶数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有 50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

中有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2 例，患者的年龄在 29-53

岁之间，患者的平均年龄在（43.91±3.28）岁，实验组的 50

例患者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4 例，患者的年

龄在 27-54 岁之间，患者的平时年龄在（44.25±4.07）岁，

两组患者均符合本次研究纳入标准，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不具有意义（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 50 例患者使用常规护理，实验组的 50 例患者使

用护理干预措施，主要的内容包括：1. 首先需要评估患者的

文化程度以及掌握患者的疾病情况，并为患者详细的讲解疾

病的相关知识，包括疾病的发展疾病、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和

注意事项等，使患者能够掌握疾病的相关知识，同时也能够

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此外，改善患者的错误认知，使

其可以主动以及积极的接受治疗，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2. 对患者的鼻腔进行护理，在患者手术后需要指导患者保持

半卧位的体位，将患者的床头抬高 40 度，为了有效的减少气

流对患者鼻腔产生的刺激，有效的降低患者的出血量，所以一

定要优化呼吸和引流。同时告知患者喷嚏和咳嗽的正确方式，

避免触碰鼻部，防止影响术后的恢复。在患者术后 48小时内，

可以将鼻腔内的填充物进行取出，从而恢复患者的正常鼻腔

状态。在全面清理鼻腔中的血茄和积血以后，使用庆大霉素、

地塞米松和温的生理盐水对患者鼻腔进行清洁，并且指导患

者每天使用 2次伯克钠喷鼻，每天使用 3次麻黄素进行滴鼻。

3.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及时的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积极

的鼓励患者正确的面对疾病，当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

时，可以转移患者注意力的方式来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

4. 饮食护理，对于进行鼻内镜手术的患者，患者需要保持半

流质的饮食，避免食用高温、辛辣、刺激性以及硬质的食物，

同时保持清淡且易消化和少食多餐的原则。此外，患者还需

要一定要多喝水。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护理方法护理后，将治疗效果进行

对比和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处理，（n/%）代表

计数资料，χ2对其检验，标准差±代表计量资料，t对其检验，

p＜ 0.05 时具有意义。

2　结果

护理干预的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且对比具

有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50 32（64.00%）17（34.00%） 1（2.00%） 49（98.00%）

对照组 50 25（50.00%）16（32.00%）9（18.00%）41（82.00%）

χ2 6.236

p <0.05

3　讨论

目前鼻内镜手术是对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治疗最有效的方

法，但是要想提高患者术后的恢复效果，还需要对患者使用

针对性以及科学性的护理干预进行改善。本文通过对患者采

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辅助患者做好手术的相关准备，同

(下转第 98 页 )



—  98  —  医师在线  Physician Online

医师在线 2021 年第 8 卷第 11 期

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者麻醉指标低（P ＜ 0.05）， 具体见表 2。

表 1　心理状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49.54±5.74 48.65±5.65 50.84±6.97 46.23±5.68

研究组 40 48.62±5.21 45.92±5.23 49.65±6.54 35.74±4.95

T / 1.845 12.948 1.948 13.646

P /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麻醉指标对比（min，χ±s）

组别 例数 诱导时间 苏醒时间 拔除时间 手术时间

对照组 20 3.4±1.6 24.6±6.8 4.2±1.9 31.5±9.4

研究组 20 1.3±0.8 12.5±4.9 3.4±1.8 26.7±8.6

T / 12.648 13.548 11.236 12.489

P /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无痛胃肠镜在临床上还被称作镇静清醒胃肠镜，借助药

物作用抑制患者中枢神经，进而促使患者变安静，并保持不

焦虑、不遗忘等状态；能够提高患者的忍受力，降低患者的

应激反应，从而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 [4]。无痛胃肠镜在操作

时，患者不仅可以维持清醒状态，还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具

有并发症少、恢复快等特征，在检查过程中注意观察患者呼吸、

表情、心率、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 [5]。

优质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的内涵主要包括：要满

足患者基本生活的需要，要保证患者的生命及健康安全，要

保持患者躯体的舒适程度，协助平衡患者的心理，取得患者

及家属的协调和支持，用优质护理的质量来提升患者的满意

度 [6]。经过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护理后 SAS 高、

SDS 评分高、麻醉指标低（P ＜ 0.05）。由此可见，能够有效

缓解患者的应激反应，提高患者的舒适程度。

综上所述，在无痛胃肠镜麻醉患者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

具有十分明显的临床护理效果，可有效缩短诱导时间、拔除

时间及手术时间，加快苏醒时间，有利于降低患者的疼痛感，

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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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透析治疗，会影响机体的营养状态，影响疗效。因此，配

合营养评估与专病一体化饮食指导非常有必要。

营养评估与专病一体化饮食指导是以个体化、人性化、

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指导措施，通过医生、护士、营养

师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将治疗与护理紧密衔接起来，

并在持续性的饮食指导下，改善患者机体的营养状态；在个

性化的护理中，可以让患者认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不断

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5]。

综上所述，在开展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配合营养评估

与专病一体化饮食指导用的护理中，其对辅助提升治疗效果

有积极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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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能够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使患者能够更积极、更主动

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提升医疗质量。此外，通过对患者

进行心理护理，还能够缓解患者不良的心理状态，使患者掌

握有关疾病的知识，可以正面的接受疾病的相关治疗以及护

理工作，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将护理干预应用在鼻内镜手术的慢

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中，通过帮助患者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

心，不仅可以有效的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也改

善了患者的预后恢复情况，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在临

床上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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