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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检查患者在肠道准备中实施细节化护理服务的应用效果分析

周智利

昆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苏州　215341

摘　要：目的：探讨细节化护理对肠镜检查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1-12 月 122 例肠镜检查患者，随机

分对比组、实验组，对比组采取传统护理方案干预，实验组采取细节化护理干预，比较两组肠道准备时间等差异。结果：

两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护理依从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肠道准备时间、生活质量评分、考核评分、实操评分、

职业倦怠、工作质量评分（P ＜ 0.05）。结论：肠镜检查是消化系统疾病较为常见的检查措施，患者需做好肠道准备后接

受治疗，但准备期间患者的护理效果不足，直接影响其肠道准备效果，采取细节化护理服务的干预效果更高，能够加强患

者的肠道准备效果，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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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检查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疾病诊断手段，能够对患

者的肠道内部情况产生较好的观察效果，但肠镜检查需要在

肠道环境较为稳定，能够直接观察到肠道情况的条件下开

展，采能够做到有效检查，因此临床多在检查前，指导患者

进行肠道的准备，以加强患者的肠镜检查效果，提高诊断准

确率，避免对医疗资源造成浪费。肠镜主要观察患者是否存

在肿瘤、息肉、或溃疡病灶，以此观察患者是否具有疾病，

如患者的肠道内充满粪便，则无法做到有效观察，一旦造成

误诊、漏诊，对患者疾病治疗与康复均带来较大的影响 [1-2]。

肠道准备不足已经成为肠镜诊断工作中较为高发的不良事

件，对扁平腺瘤的漏诊影响最大，因此需要确保患者肠道准

备效果[3-4]。本文对所选肠镜检查患者开展细节化护理干预，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 2022 年 1-12 月 122 例肠镜检查患者，随机分实

验组、对比组，61 例 / 组。实验组男 30 例，女 31 例，年龄

48～ 87 岁，平均年龄（67.84±19.16）岁，病程 4～ 12 年，

平均病程（8.12±3.88）年。对比组男 31 例，女 30 例，年

龄48～88岁，平均年龄（68.13±19.87）岁，病程48～88年，

平均病程（68.32±19.68）年。患者均签署同意书，在我院

接受肠镜检查，并进行肠道准备。两组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

（P ＞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比组采取传统护理方案干预，实验组采取细节化护

理干预：

组建小组：由 1 名副主任护师、3 名主管护师、2 名护

士组成护理小组，对小组组员进行定期培训，确保护理人员

能够熟练掌握肠道准备的相关护理措施，在完成模拟考核后

才能进行临床护理。

护理干预：在患者预约时进行病情评估，并将其基本

情况、肠道准备难度级别等进行记录。向患者进行肠道准备

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帮助其了解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重

要性，告知其肠道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使其了解准备方法

等同时，确保能够了解肠道准备工作的相关禁忌，避免用药

过快、过慢影响肠道清洁效果，避免恶心呕吐的发生。饮食

干预需要对患者肠道准备前的饮食情况进行干预，叮嘱患者

检查前3天减少多残渣食物的饮食，多饮食汤粥、鸡蛋羹等，

避免饮食西瓜、火龙果、猕猴桃等食物，避免肠道附着物增

加影响检查效果，在检查前 2 天即开始进行肠道准备，采取

禁食干预，检查前 6 小时禁食禁水。对患者的肠道准备效果

进行评价，详细记录患者的排便情况，并根据肠道准备情况

进行评价，如评分不符合检查需求，则利用开塞露加生理盐

水灌肠等方式进行干预，以此提高肠道准备效果。对护理质

量进行定期的评价，采取患者评分、组长评分等方式观察，

对存在严重扣分情况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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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判定

对比两组不良反应 = 恶心呕吐 + 便秘 + 腹泻 + 其

他 /61*100%。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满意

/61*100%。患者在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中选择。对比

两组护理依从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肠道准备时间、生

活质量评分、考核评分、实操评分、职业倦怠、工作质量评

分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27.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描述，使用独

立样本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不良反应 4.91%，满意度 95.08%，对比组不

良反应8.19%，满意度81.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便秘 腹泻 其他 不良反应

实验组 61 1（1.63） 0（0.00） 1（1.63） 1（1.63） 3（4.91）

对比组 61 2（3.27） 1（1.63） 2（3.27） 2（3.27） 5（8.19）

X2 - 7.15

P  - P ＜ 0.05

2.2 实验组护理依从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生活质

量评分均高于对比组，肠道准备时间低于对比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两组护理依从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肠道准备时间、生活

质量评分对比（`x±s）[n（分）]

组别 例数 护理依从评
分

健康知识掌
握评分

肠道准备时
间（h）

生活质量评
分

实验组 61 86.25±7.35 87.45±6.42 4.25±0.24 8.35±0.34

对比组 61 70.51±6.64 71.25±6.37 7.85±0.48 6.28±0.77

t - 10.4854 11.0642 10.2675 11.6125

P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2.3 实验组考核评分、实操评分、工作质量评分较对照

组更高，职业倦怠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两组考核评分、实操评分、职业倦怠、工作质量评分对比（`x±s）

[n（分）]

组别 例
数 考核评分 实操评分 职业倦怠 工作质量评

分

实验
组 61 89.48±2.34 85.67±3.45 28.45±4.64 8.61±0.42

对比
组 61 75.04±3.55 70.35±5.67 68.42±6.48 6.58±0.47

t - 11.6812 10.2415 11.6212 10.2765

P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

之提高，使得人们的饮食习惯也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

了消化系统器官健康，我国近年来的结直肠疾病患者数量不

断增加，出现肿瘤、溃疡、息肉等疾病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多，

导致临床的诊治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肠镜检查是临床较为

常用的诊断技术，能够对肠道疾病产生较好的预防与诊断效

果，且具有较好的检查体验，对患者的检查疼痛较低，在临

床上的应用反馈较好。但肠镜检查结果受到肠道准备效果的

影响，如不能做好肠道准备，则无法对肠道内部情况产生准

确的判断 [5-6]。

为加强肠道准备效果，避免肠道准备不合格影响患者

的肠镜检查质量，临床采取细节化护理干预效果较高，住院

患者可在患者入院后即进行积极的护理干预，从患者的饮

食、肠道准备用药、肠道准备评估、护理质量评价等角度，

对患者进行肠道准备护理。门诊患者在家进行肠道准备，干

预效果无法控制。对患者进行细节化护理服务，能够加强患

者肠道准备与评估效果，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准备依从

性，减少多籽食物的饮食，利用排泄、清肠药物促进患者排

泄，如患者肠道准备效果较差，则利用灌肠的方式干预，在

检查前确保患者的肠道准备效果。细节化护理干预同时还能

够加强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减少繁重工作对其产生的职业

倦怠，从整体上加强护患之间的关系 [7-8]。

实验表明，对肠镜检查患者开展细节化护理服务的效果

较高，能够加强患者的胃肠道准备效果，在检查前对患者的

肠道准备情况进行评估，对存在准备不充分的患者，则再次

进行肠道准备，确保患者在检查前能够保障肠道准备效果，

能够加强患者的检查体验，提高生活质量，对护理人员工作

质量，职业倦怠的改善作用显著，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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