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4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14

循证护理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病人护理中的干预效果观察

余梦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　要：目的：分析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在护理期间，运用循证护理的治疗效果。方法：取 62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时间：

2022.11-2023.11，将患者抽签均分，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循证护理，将实验中出现的结果进行汇总并对比。结果：

护理前，患者甲状腺功能比较低，同时患者的情绪也比较消极，睡眠质量以及自护能力比较差，数值比较，P>0.05；护理后，

观察组甲状腺功能明显提高，同时患者负面情绪逐渐缓解，睡眠与自护能力逐渐增强，数值比较，P<0.05。结论：甲状腺

功能亢进的患者在实行护理期间，运用循证护理能够有效使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得到改善，同时通过护理患者负面情绪逐渐

缓解，睡眠与自护能力提高，护理的临床运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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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随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生存环境逐渐变化，

甲状腺功能亢进发病概率正在逐年提高，属于分泌系统病

症，一般是由于患者身体内甲状腺激素过高而导致的临床综

合病症。病症出现后会引发患者出现心悸、消瘦、睡眠不足

等症状，最为显著的表现为甲状腺增大，以及脖子粗现象。

在临床中会针对患者实行手术治疗，虽然能够控制病症，但

是在术后会引发患者出现多种负面症状，对此在患者实行治

疗期间需要为其提供护理工作，从而能够有效使患者的预后

得到改善。临床中循证护理会将患者作为主要核心人员，从

而为其提供更具科学合理性的护理工作 [1-2]。为探究其护

理的效果，在临床中设置小组行对比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中共 62 名患者，时间：2022.11-2023.11，按抽签

均分，对照组：男 18 人，女 13 人，（45.62±2.78）岁，病程：

（2.16±0.52）年。观察组：男 17 人，女 14 人，（46.28±2.56）岁，

病程：（2.89±0.20）年。数值比较，P>0.05，可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为患者给予常规健康宣教工作，

并且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并指导饮食与用药。

观察组：循证护理。（1）在临床中设置护理小组，组

长由护士长以及高资历的护士组成小组，建立知识讲座，针

对循证护理知识进行培训。小组成员要明确了解护理的要

点，通过考核后才能够到临床实行。在小组进行讨论期间，

还要针对患者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了解其可能会存在

的因素，制定出针对性的方案。（2）患者在手术前会产生

抵触等负面心理，因此在实行术前要对患者的心理进行疏

导，从而能够使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逐步拉近。在运

用护理前需要主动了解患者的心理情况，耐心倾听患者的想

法，并积极给予患者关心，让患者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得到改

善，保证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治疗的配合程度。（3）

手术前七天护理人员要向患者普及体位训练的意义以及重

要性，然后指导患者进行颈部拉伸，每天实行两次，每次控

制在 20 分钟左右。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情况，为患者将训

练的时间进行有效调节，对于存在不良的心理问题要适当进

行纠正，从而令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训练以及治疗。与此同

时，在手术前可以为患者建立治疗成功的案例，然后针对患

者讲述手术内的细节，让患者对手术不良而产生的恐惧感逐

渐消退，并且耐心解答患者针对病症所产生的疑惑。护理人

员要将术前各项工作准备完善，保证手术的顺利完成。（4）

在患者实行手术之后要针对患者的睡眠以及饮食等进行管

理，睡眠：要将患者的作息进行调节，辅助患者建立良好的

作息习惯，尽量增加深度睡眠，使患者的精神状态能够逐渐

提高。同时能在患者睡觉时倾听比较舒缓的音乐，保证环境

的安静整洁，能够让患者睡眠质量得到提高。对于膳食管理

要针对患者身体的实际营养状况评估，然后引导患者多食用

含磷丰富的食物，采用少食多餐的原则，并且要引导患者戒

烟、戒酒。如果患者自我能力偏低，则可以逐步引导患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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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生活中的护理工作，并且对自身的生活进行管理，从而

逐步提高自护能力。

1.3 观察指标

通过临床检测对患者甲状腺功能的指标进行检测；通

过 HADS、PSQI、 ESCA 对患者的情绪、睡眠、自护能力进

行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借用 SPSS24.0 软件展示资料，通过（ x ±s）表示分值，

t 核查，数值比较，则 P<0.05。

2 结果

2.1 统计甲状腺功能指标

护理后，观察组甲状腺功能明显提高，数值比较，

P<0.05，如表 1 所示。

2.2 患者的睡眠以及情绪分值

护理后，观察组负面情绪逐渐缓解，睡眠与自护能力

逐渐增强，数值比较，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甲状腺功能亢进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的分泌系统病症，

表 1 甲状腺功能指标（ x ±s）

组别 例数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nmol/L） 总甲状腺素（nmol/L） 促甲状腺激素（mIU/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1 3.04±1.41 1.62±0.73 178.45±48.64 133.19±13.15 0.34±0.09 0.96±0.24

对照组 31 3.09±1.47 2.24±0.92 179.38±46.42 150.13±16.69 0.35±0.07 0.70±0.17

t - 0.1366 2.9392 0.0770 4.4389 0.4883 4.9220

P - 0.8917 0.00474 0.9389 0.0000 0.6271 0.0000

表 2 睡眠以及情绪状况（ x ±s，分）

组别 例数
HADS 分值 PSQI 分值 自护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1 13.55±2.07 6.14±1.17 16.84±1.19 7.67±0.70 112.82±8.61 146.71±9.55

对照组 31 14.04±2.13 9.42±1.62 17.09±1.14 12.46±0.85 113.56±8.71 137.64±9.26

t - 0.9185 9.1387 0.8446 24.2200 0.3364 3.7963

P - 0.3620 0.0000 0.4017 0.0000 0.7377 0.0003

临床发病率比较高，会导致患者中枢神经、消化系统以及循

环系统等均出现亢进的现象，使患者出现焦虑、躁动、睡眠

不佳等多种症状，严重威胁到患者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在

治疗期间会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患者出现甲状

腺肿大，则要对患者的甲状腺功能进一步检验，然后逐步筛

选患者是否存在该病症。在临床中患者确诊病症后，会通过

放射碘治疗以及通过手术治疗两种形式，均能够使患者的病

情得到控制，但是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损伤，对此在临床中

需要针对患者实行护理工作，从而在保证治疗顺利实施的同

时，能够让患者情绪稳定，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 [3-4]。

循证护理在临床中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所设置的新

型护理形式，其中添加更具科学合理性的护理方式，将护理

理论与临床实践进行融合，对患者的病症以及在治疗中所存

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然后确定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系

统观察调研后，为患者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护理规划。在

实行过程中会针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以及身心等各个方面进

行管控，从而有效使患者得到的护理更具全面性 [5]。

在实验中，护理后，观察组甲状腺功能提高，数值比较，

P<0.05。由于患者在实行治疗期间，可能会存在多种负面问

题，而对患者实行循证护理后，患者临床中所出现的负面问

题逐步得到改善，从而使患者临床治疗效果逐渐提高，并通

过患者实行心理疏导，让患者临床治疗信心增强，使其对治

疗的配合度逐渐增加，从而令患者的病情逐渐康复，提高

甲状腺功能。护理后，观察组负面情绪逐渐缓解，睡眠与自

护能力逐渐增强，数值比较，P<0.05，通过对患者实行心理

护理以及睡眠干预，能够有效使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改善，

令患者的睡眠质量逐步提高，并通过管理提高患者的自护能

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患者实行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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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得到管控，同时能够有效使患者情绪得到缓解，令患者的

睡眠增强，并提高自护能力。

综上所述，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运用循证护理，能够

有效使患者症状改善，使患者的甲状腺功能提高，同时使患

者负面情绪缓解，改善患者睡眠，并使自护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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