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护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2 

·90· 

动态喉镜检查的护理体会 
樊晴 

吉林省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目的：分析对接受动态喉镜检查患者的有效护理方法及其应用效果。方法：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应用整体护理。
结果：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为 2.70%，对照组为 13.51%，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100.00%，对照组为 89.19%，P
＜0.05。结论：对于接受动态喉镜检查的患者应用整体护理可有效降低其不良反应率并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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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喉镜检查的运用能够帮助了解患者鼻咽喉部位病变

组织情况，近年来在耳鼻喉头颈外疾病患者的诊断中应用广
泛，为早期喉癌等疾病患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是现阶段对耳鼻喉科患者进行诊断的常用方法，与此同时动
态喉镜检查也为发音障碍患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
。患者在接受动态喉镜检查中如若护理不当可能出现喉痉

挛、恐惧、晕厥等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检查结果，同时也
增加了患者的心理负担，所以需关注科学的护理服务改善患
者的依从性和舒适度。以下将分析对接受动态喉镜检查患者
的有效护理方法。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4 月本院 74 例接受动态喉镜

检查的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37 例，男 20 例/
女 17 例：年龄 36～75 岁，均值为（51.6±0.3）岁。对照组：
37 例，男 19 例/女 18 例：年龄 34～76 岁，均值为（51.5±
0.4）岁。2组各项基础资料具备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即指导患者检查过程中的体位配合

方法，告知其注意事项，并在检查前完成物品准备，检查后
加强仪器清洁及消毒等；观察组则应用整体护理，方法为：
（1）检查前护理：1）检查前准备：对于动态喉镜检查中所用
药物、相关器械进行详细检查与核对，确保线路连接准确以
及设备调试到优良的备用状态。充分结合患者的受教育水平
以及理解能力等，对其疑问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向其讲解
术前禁食禁饮的时间和目的，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是否
存在低血糖等情况；2）心理护理：向患者讲解动态喉镜检查
的目的、流程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向其介绍检查过程中
的正确配合方法，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消除紧张和恐惧等
心理并提升其信心。如若存在紧张情况者，需鼓励患者通过
深呼吸促进放松心情；3）局麻指导：向患者讲解进行局部麻
醉的作用以及安全性提升其配合度。在麻醉期间，加强呼吸、
心率等指标的密切监测，观察是否存在药物过敏情况警惕喉
痉挛；（2）检查中护理：1）体位护理：积极协助患者进行
仰卧位摆放，并将其双手置于双侧，佩戴假牙者指导其取下
并妥善保管。高龄患者或患有颈椎等疾病者，需要注意颈部
保护，使患者头部微微后仰；2）配合指导:在进行动态喉镜
插入操作的过程中，指导患者正确的配合方法，同时注意动
作的轻柔和缓，如若患者喉腔分泌物增多影响操作视野，可
指导其进行咳嗽或者进行吞咽口水，进而改善镜头清洁度。
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实际情况，积极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
作；3）心理疏导：鼓励患者保持身心放松避免憋气，同时密
切关注患者的反应情况，及时给予安慰以及鼓励从而分散患
者的注意力；（3）检查后护理：告知患者检查顺利完成的消
息，积极协助其完成下床等动作，对面部分泌物进行擦拭，
同时指导患者短暂禁食和禁饮，避免出现咽喉部不适和误吸
等情况。叮嘱检查后饮食饮水不可过烫，主要以清淡和易消
化的食物为主，避免食用刺激性食物，叮嘱其正确用嗓技巧。 

1.3 评价标准 
（1）统计 2 组患者动态喉镜检查中发生的不良反应，如

疼痛、喉痉挛、晕厥等；（2）对比 2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即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 SPSS19.0 分析，数据标准差为（ sx  ），

组间数据行 t/χ
2
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反应率对比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为2.70%，对照组为13.51%，P＜0.05。 

表 1 2 组不良反应率对比[n(%)] 

分组 n 疼痛 喉痉挛 晕厥 总计 

观察组 37 1（2.70） 0（0.00） 0（0.00） 1（2.70）

对照组 37 3（8.11） 2（5.41） 0（0.00） 5（13.51）

χ
2
值  1.826 1.169 - 5.162 

p 值  0.050 0.063 - 0.029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100.00%，对照组为89.19%，P＜0.05。 

表 2 2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7 29（78.38） 8（21.62） 0（0.00） 37（100.00）

对照组 37 16（43.24） 17（45.95） 4（10.81） 33（89.19）

χ
2
值  12.253 10.196 5.083 5.083 

p 值  0.000 0.000 0.026 0.026 

3 讨论 
动态喉镜是近年来新型的喉部检查手段，能够观察患者

发音时出现的声带振动情况和特征，了解声带振动的具体规
律，进而为各类声带疾病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依据

[2]
。动态喉镜图像借助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提

升诊断的质量和效率，然而患者缺乏对该检查项目地了解，
使得紧张、焦虑等情绪较重，再加上术中操作时可能引起疼
痛不适等感受，影响患者的舒适度和配合度，所以为了确保
动态喉镜检查的顺利进行，需要关注科学的护理服务

[3]
。通

过进行整体护理，在检查前检查过程中以及检查之后，充分
分析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护理服
务，确保患者动态喉镜检查全程能够获得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全面满足其护理需求，提升动态喉镜检查的质量和效率以及
确保患者的安全性

[4]
。本次的对比结果表明，观察组不良反

应率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表明，动态喉镜
检查中开展整体护理可获得满意的护理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接受动态喉镜检查的患者应用整体护理，
可有效降低其不良反应率并显著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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