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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中心存在的护理隐患及护理干预方法的效果评价 
居丽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探究消化内镜中心存在的护理隐患及护理干预方法。方法：本院共选取 60 例在消化内镜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作

为观察对象，并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例，选取时间在 2019 年 3月至 2020 年 3月期间。对照组

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方案，而实验组患者接受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将两组患者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实验组在接受全面护理干预后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性，具有分析意义

（P<0.05）。结论：实施全面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有助于避免护理隐患的发生，

对实现优质化护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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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中心是负责对各种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部

门，主要由门诊、内镜室、病房三部分组成
[1]
。在接收患者

过程中，由于人数较多，导致患者在接诊期间容易发生安全

隐患，因此相关医学专家通过一系列研究实验深入探究科学

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
[2]
。目前，消化内镜中心诊疗中存在的

护理隐患包括管理因素、环境因素、人员因素、仪器因素以

及患者因素等，严重阻碍医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3]
。本次实

验中共收集 60 例在消化内镜中心接受诊治的患者，通过记录

总结相关临床资料对实施不同护理干预措施后护理质量以及

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探究科学性、有效性

护理干预方案，旨在提高临床护理效果，为临床事业的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中对60例于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3月期间在

消化内镜中心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并通过随机数

表法将其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各 30 例。对照组

患者中男性 11 例，女性 19 例；年龄在 25-73 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48.12±3.12）岁；病程最长为 4年，最短为 0.5 年，

平均病程为（2.21±0.12）年。实验组患者中男性 13 例，女

性 17 例；年龄在 24-7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7.23±4.56）

岁；病程最长为 5年，最短为 1年，平均病程为（2.47±0.45）

年。当 P>0.05 时，表示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基础

信息之间差异不明显，不具备比较分析意义。 

纳入标准：经基础检查所有患者肝肾功能正常，且无任

何肿瘤疾病；患者及家属全面了解实验内容，并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临床资料保留完整。 

排除标准：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具有意识障碍、语言

障碍以及精神障碍；实验依从性较差。 

1.2 方法 

对照组实验期间行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主要通过传统消

化内镜诊疗流程开展护理工作，并根据患者各种反应给予其

相应处理措施。实验组采用全面护理干预方案，其中包括诊

疗秩序管理、患者心理护理、隐患预防，具体内容如下： 

(1)诊疗秩序管理 

诊疗秩序管理是护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因此需要选择

专业护理人员对诊疗秩序进行管理，并根据患者疾病情况为

其安排合理的预约时间，从而帮助患者联系相应科室，进一

步提高护理工作的有效性。同时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需要

做好准备工作，并根据每日工作量制定明确的计划表，从而

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效率。护理期间需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规范护理人员的行为，使护理人员逐渐提高自身责任

感，进而实现优质化护理服务。此外，需要合理安排科室外

的环境和布局，如厕所需在肠镜室附近。并且需要专人管理

科室的椅子、病房防护栏、急救设备以及医疗器械等，同时

做好维护工作。另外护理人员需要对科室、病房等进行定期

清理消毒，并在打扫卫生时设置相应标识，进一步避免不良

事件的发生，如在拖地时需要将标有地面湿滑的警示牌放置

在旁边，防止患者发生跌倒事件。 

(2)患者心理护理 

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够全面，导致在护理过程中患

者普遍存在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因此护理人员需要积极

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并耐心倾听患者内心的需求，

从而建立良好护患关系，进一步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同

时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患者疾病知识的宣传力度，及时向其

讲解与疾病相关的知识以及注意事项，使患者树立积极乐观

的心态，从而增强患者战胜病魔的自信心。此外，护理人员

需要密切观察患者恢复情况，并根据疾病特点为其制定健康

的饮食计划，及时告知患者禁止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避免

不良饮食习惯对其肠胃造成二次伤害。 

(3)隐患防御 

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锐器、拖布、环境消毒、防护用品

等方面的管理，并制定合理管理制度，使护理人员严格按照

卫生标准对科室内外进行清理，并及时消毒个人物品及双手，

从而避免出现交叉感染情况。同时定期对诊疗设备进行检查

和维修，进一步保障仪器的正常使用，从而提高临床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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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此外，需要强化护理人员知识培训，使其全面掌握

与疾病感染预防相关的知识，并做好内镜及相关器械消毒工

作，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质量，从而有效提升护理人员的综

合能力。 

1.3 观察指标 

本院通过相关数据对两组患者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进行测评。护理质量主要包括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沟通状

况以及操作技能等方面，并由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质量进行评

估，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护理质量越好。护理满意

率主要通过向患者发放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让患者从满

意、一般满意以及不满意中做选择，并采用百分制对护理满

意度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表示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期间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

理分析，其中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以（ sx  ）表

示，行 t 检验，而计数资料以（％）表示，行χ²检验。当

P<0.05 时，表示数据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具有明显分

析意义。 

2 结果 

2.1 将护理质量以及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分析比较，结

果表明实验组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显著低于实验组，数据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备

可比性（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实验组 30 88.56±1.25 92.47±1.21 

对照组 30 74.23±2.32 82.14±2.34 

t 值  29.7833 21.4778 

p 值  0.0000 0.0000 

3 讨论 

由于社会经济持续化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存在

各种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疾病种类逐渐呈现多样化趋势，使

消化内镜中心在诊疗期间存在各种隐患，其中包括：（1）管

理因素。由于患者数量较多、秩序紊乱，导致患者在预约过

程中出现拥挤、插队等现象，使部分患者因无法挂号或错过

预约时间产生烦躁情绪，严重影响护理人员的正常工作
[4-7]

。

因此需要安排专业人员对诊疗秩序进行管理，并根据患者预

约时间合理安排就诊科室。同时在工作期间护理人员需要保

持良好的工作态度，耐心倾听患者内心需求，使其充分感受

到尊重和关怀，进一步避免医患纠纷事件的产生，从而建立

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
[8]
。（2）环境因素。由于护理人员工

作量不断提高，使其忽视环境因素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如通

道拥挤、床板不合适、地面湿滑等，这些情况很可能引发护

理隐患，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逐渐提高。同时患者人数的

增加将会影响消化内镜中心的空气质量，从而提高感染情况

的发生率，进一步阻碍患者疾病康复
[9]
。因此在护理期间，

护理人员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并定期对诊室以及病房

进行清洁和消毒，从而避免交叉感染。（3）人员因素。由于

护理人员工作压力较大，且知识技能参差不齐，导致护理人

员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无法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解决措施。因

此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并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

行业务训练，使其逐渐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避免因操作不

当影响患者疾病康复
[10]

。（4）患者因素。由于患者在发病过

程中疼痛感增强，使其存在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后续治疗方案的开展和实施。因此护理人员需要

密切观察患者的心理状况，并以亲切和蔼的态度与患者进行

交流和沟通，进一步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在实施全面干预护理措施后

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分别为（88.56±1.25）、

（92.47±1.21），而对照组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

分别为（74.23±2.32）、（82.14±2.34），两组数据之间

存在明显差异，具备可比性（P<0.05）。 

综上所述，全面性护理干预措施不仅能够提高护理工作

质量、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而且有助于预防不良事件的发

生，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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