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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患者相关并发症的预防效果评价 
梁华孙 

南宁市邕宁区中医医院  广西南宁  530200 

摘要：目的：评价预见性护理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患者相关并发症的预防效果。方法：研究起于 2020.10，止于 2020.12，取样 90
例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患者进行分析，不同护理方法比较分析应用价值，随机电脑数组排列分组，对照组/45（常规护理），实验组/45
（预见性护理），对比患者应激水平（HR、DBP、SBP、SaO2）、不良情绪（SAS、SDS），并发症发生率（发热、低氧、咯血、
气道痉挛、心律失常）。结果：实验组应激水平、不良情绪、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改善意义明显，（P＜0.05）。结论：患者在
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时，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可减少患者出现应激反应，以及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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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技术不断提升，因此使得纤维支气管镜得

到广泛临床应用，并为患者疾病诊断提供理论依据。但由于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为有创，因此对患者有较强刺激性，应当
实施有效护理干预，减少患者并发症发生。本研究取样 90 例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患者进行分析，评价预见性护理对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患者相关并发症的预防效果，详情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起于 2020.10，止于 2020.12，取样 90 例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患者进行分析，不同护理方法比较分析应用价值，
随机电脑数组排列分组，对照组/45（常规护理），实验组/45
（预见性护理）。纳入标准：（1）知情并详解研究内容、研
究目的等。（2）符合相关研究判断标准。排除标准：（1）
缺损较多临床资料。（2）检查配合度差。（3）心肺功能障
碍、严重心律失常。 

对照组，男患（20/45）44.44%，女患（25/45）55.56%，
年龄 30~66 岁，平均（48.00±0.33）岁；实验组，男患（22/45）
48.89%，女患（23/45）51.11%，年龄 31~66 岁，平均（48.50
±0.37）岁。临床资料对比无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检查注意事项宣讲，心理护理等。 

实验组预见性护理：检查前，护理人员应当与患者进行
语言沟通，并在沟通过程中，告知患者检查时可能存在的不
良反应，以及对患者检查禁忌以及疾病史进行全面了解。同
时对患者情绪状态进行观察，利用心理护理，降低患者心理
压力，引导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检查。检查时，护理人员
应对检查仪器功能进行查看，医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无菌操
作原则，对患者进行检查。 

1.3 观察指标 
对比患者应激水平、不良情绪，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应激水平、不良

情绪为连续性变量资料，并发症发生率为定性资料，用 x 、
（n,%）表示，t、 

2
x 检验，若组间对比结果差异显著且 P<0.05

或 P<0.01 时，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应激水平、不良情绪 
实验组数据评分（112.05±4.17）、（107.92±7.73）、

（140.05±6.17）、（90.14±0.07）、（21.38±1.35）、（33.21
±0.23），对照组数据评分（134.21±6.52）、（130.39±
8.94）、（162.66±6.44）、（94.52±2.06）、（35.69±
1.25）、（41.13±2.31），数据存在对比意义。见表 1。 

表 1   应激水平、不良情绪数据对比  （ sx  ） 

组别 例数 HR（次/min） DBP（mmHg） SBP（mmHg） SaO2（%） SAS（分） SDS（分） 

对照组 45 134.21±6.52 130.39±8.94 162.66±6.44 94.52±2.06 35.69±1.25 41.13±2.31 

实验组 45 112.05±4.17 107.92±7.73 140.05±6.17 90.14±0.07 21.38±1.35 33.21±0.23 

T -- 19.2072 12.7540 17.0062 14.2548 52.1755 22.8864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 0.00%，对照组 并发症发生率 11.11%，数据存在差异。见表 2。 

表 2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发热 低氧 咯血 气道痉挛 心律失常 发生率 

对照组 45 0（0.00） 2（4.44） 0（0.00） 2（4.44） 1（2.22） 11.11 

实验组 4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 
2

x  -- -- -- -- -- -- 5.2941 

P -- -- -- -- -- -- 0.0214 

 
3 讨论 
纤维支气管镜为常见检查方式之一，能有效诊断患者是否

存在肺部疾病以及有效诊断具体病变位置，因此有较高应用价
值，但由于多数患者在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前缺乏相应认
知，导致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出现高度紧张状况，引发患者出现
应激反应以及并发症，从而降低检查有效率

[1]
。对此,应当对纤

维支气管镜检查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显著改善患者应激
水平，以及减少患者出现检查并发症，提升检查准确度。 

数据相较，较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应激水平、不良情
绪数据，实验组改善意义明显，（P＜0.05），利用预见性护
理干预，可在患者入院时，进行有效评估，并根据患者评估
数据，发现潜在并发症以及危险因素，从而制定相应护理干
预计划

[2]
。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实验组患者实施预

见性护理干预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应激水平均显著改

善与对照组。由此表明，利用预见性护理可有效减少患者在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当中出现并发症

[3]
。 

综上所述，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当中，对患者实施预见性
护理，可有效减少患者应激反应水平，同时检查并发症发生
率有所降低，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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