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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综合护理干预对宫腔镜检查术患者的作用以及对 ＳＡＳ(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的

影响ꎮ 方法　 选择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来我院就诊的 １８４ 例需要进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ꎬ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ꎬ每组 ９２ 人ꎮ 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ꎬ观察组患者则进行

综合护理干预ꎬ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 ＳＡＳ 评分ꎮ 结果　 护理前ꎬ两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比较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护理后ꎬ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为(３８.６１±７.２３)分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４２.５８±
６.４６)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对宫腔镜检查手术患者的护理效果良好ꎬ不
仅可以降低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疼痛感ꎬ还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ꎬ效果好ꎬ安全性高ꎮ

【关键词】 　 综合护理干预ꎻ　 宫腔镜检查ꎻ　 ＳＡＳ 评分

　 　 宫腔镜术式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先进的一类微创手术ꎬ主
要用于检查女性患者的妇科出血性疾病及宫内病变[１] ꎮ 临

床资料表明ꎬＢ 超、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或者诊刮检查提示有

异常时均可用宫腔镜检查进行确诊、核实及排除[２] ꎮ 宫腔镜

虽然可以准确定位病灶的具体位置及形态大小ꎬ但在操作过

程中往往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疼痛感ꎬ许多患者较难接受ꎮ 已

有研究表明ꎬ护理方法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直观

感受ꎬ良好的护理干预可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感[３] ꎮ 因此ꎬ
我院特作此研究ꎬ对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改进并进行护理效果

对比ꎬ目的在于寻找最佳护理措施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和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广东省河

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就诊的 １８４ 例需要进行宫腔镜检查的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所有患者均在手术前进行常规妇科检查

和其他功能指标检测ꎬ排除有手术禁忌证的患者ꎮ 将满足上

述条件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９２ 例ꎮ 对照组患

者年龄 ２３~６７ 岁ꎬ平均(３５.９４±９.２５)岁ꎬ经手术观察功能性失

调子宫出血症状 ４１ 例ꎬ异位妊娠 ２３ 例ꎬ子宫内膜异常 １４ 例ꎬ
其他疾病 １４ 例ꎻ观察组患者年龄 ２４ ~ ６５ 岁ꎬ平均(３４.４８±９.
１１)岁ꎬ经手术观察功能性失调子宫出血症状 ３９ 例ꎬ异位妊娠

２６ 例ꎬ子宫内膜异常 １７ 例ꎬ其他疾病 １０ 例ꎮ 两组患者年龄、
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
有可比性ꎮ

２.研究方法: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ꎬ包括密切关注患

者的生命体征、告知术后注意事项、进行必要的用药指导及提

醒来院复查ꎮ 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护理干预ꎬ主要措施如下:(１)术前进行心理护理ꎬ包括给患

者及其家属讲解手术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ꎬ介绍手术的优缺

点ꎬ使患者心情放松、主动配合检查和手术ꎮ (２)选择适当的

手术时间ꎬ多为月经期后的 ３~ ７ ｄꎬ并在术前进行 ６ ｈ 的禁食

禁水ꎮ (３)术中严格关注手术病情变化ꎬ发现面色苍白、血

　 　 作者单位:５１７０００ 广东省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压、心率不齐的情况则马上给予应对措施ꎮ (４)进行电能损

伤、子宫穿孔等并发症的预防ꎬ尤其注意负极板的松脱状态以

及电切功率的调节ꎬ准确记录膨宫液的出入量ꎬ注意有无静脉

空气栓塞的发生ꎮ (５)术后注意患者阴道流血情况ꎬ给予抗

生素服用并密切关注不良反应ꎮ (６)加强与患者的沟通ꎬ鼓
励其早点下床活动ꎬ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情况进行心理疏导ꎬ
介绍以往治愈的案例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ꎬ进行必要的饮食

指导ꎬ加强出院指导并嘱咐患者定期进行随访ꎮ
３.观察指标: (１)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比较两组患者护理

前后的 ＳＡＳ 评分ꎮ (２)比较两组患者疼痛程度[４] :０ 级:患者

无痛感ꎮ Ⅰ级:患者反映有轻度间歇疼痛ꎬ但对检查无影响ꎻ
Ⅱ级:患者反映有中度的持续性疼痛ꎬ但在休息片刻仍可坚

持ꎮ Ⅲ级:患者反映有重度持续性疼痛ꎬ且不能忍受ꎬ有大喊

大叫的迹象ꎻⅣ级:患者有严重疼痛ꎬ且为持续剧痛并伴有血

压、脉搏等变化ꎮ (３)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ꎮ
４.统计学方法: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分析ꎬ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比(％)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等级资料采用构成比

(％)表示ꎬ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ꎻ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ＳＡＳ 评分比较:护理前ꎬ两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护理后ꎬ观察

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为(３８.６１± ７.２３)分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４２.５８±６.４６)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ＳＡＳ 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９２ ５３.１３±８.７３ ４２.５８±６.４６
观察组 ９２ ５２.８１±８.２１ ３８.６１±７.２３
ｔ 值 ０.２５６ ３.９２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两组患者疼痛程度对比: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显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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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３.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对比:观察组患者术

后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为 ２５. ００％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５０.
０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２６７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讨论　 宫腔镜手术是妇科检查和手术领域中一项新技

术ꎬ属于纤维光源内窥镜ꎬ让术者可在直视下进行宫腔操作ꎬ
相较于传统检查ꎬ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及疗效好

的优点[５￣７] ꎮ 虽然宫腔镜手术相较于传统检查优势明显ꎬ但
作为一项手术操作ꎬ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疼痛度及并

发症ꎬ良好的护理干预是有效改善上述问题的直接手段[８－１０] ꎮ
在本研究中ꎬ通过对患者进行分组ꎬ并分别进行常规护理

和综合护理干预ꎬ结果发现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ＳＡＳ 评分差异

不大ꎬ但护理后ꎬ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为(３８.６１±７.２３)分ꎬ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４２.５８±６.４６)分ꎬ提示综合护理干预

可显著改善行宫腔镜手术患者的焦虑情况ꎮ 这可能是因为观

察组患者采取的综合护理干预除常规的护理外ꎬ还增加了术

前、术后的心理护理:术前通过对患者进行手术步骤、过程及

目的进行介绍ꎬ使患者从心底接受手术ꎬ对接下来的情况做好

了心理准备ꎻ术后的心理护理则是直接增加了患者的治疗信

心ꎬ并积极投入到治疗当中ꎬ再加上必要的心理疏导ꎬ良好的

护患关系促使患者恢复良好[１１￣１３] ꎮ 与此同时ꎬ观察组疼痛程

度为Ⅰ级的患者显著多于对照组ꎬ观察组疼痛程度为Ⅲ级、Ⅳ
级的例数显著低于对照组ꎬ且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总

发生率为 ２５.００％ꎬ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５０.００％ꎬ提示综合护理

干预可以减少患者的术中疼痛度ꎬ降低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ꎮ 究其原因ꎬ综合护理干预更注重患者的术中反应ꎬ对患者

术中出现的不适及时进行应对ꎬ在患者只有轻微疼痛时即采

取相应措施ꎬ从源头上减少了患者的疼痛度ꎻ而术后有针对性

的预防护理是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主要手段[１４￣１５] ꎮ
综上所述ꎬ综合护理干预对宫腔镜检查手术患者的护理

效果良好ꎬ不仅可以降低患者的 ＳＡＳ 评分、疼痛感ꎬ还能降低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ꎬ效果好ꎬ安全性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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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比较(例ꎬ％)
组别 例数 ０ 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对照组 ９２ ５(５.４３) ２３(２５.００) ２８(３０.４３) ２１(２２.８３) １５(１６.３０)
观察组 ９２ ９(９.７８) ３８(４２.３０) ３５(３８.０４) ８(８.７０) ２(２.１７)

表 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对比(例ꎬ％)
组别 例数 类人流综合反应 恶心呕吐 腹胀 出血 其他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９２ ５(５.４３) １２(１３.０４) １４(１５.２２) ８(８.７０) ７(７.６１) ４６(５０.００)
观察组 ９２ ３(３.２６) ４(４.３５) ８(８.７０) ４(４.３５) ４(４.３５) ２３(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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