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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普外科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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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普外科患者采取综合护理干预的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100例患者资料为研

究对象,50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50例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后的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在护理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经过护理后均有所提升,观察组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普外科患者护理中采取综合

护理干预,能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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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是普外科的主要方式,患者在不了解

手术方式和效果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恐惧、焦虑心理,
不利于顺利开展治疗工作,也会对手术效果和预后

造成一定影响。为提升普外科患者治疗信心和临床

效果,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本次研

究主要是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普外科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院普外科2018年1月到2019年1月的

100例患者资料为研究对象,分为50例对照组和50
例观察组对照组患者中,男26例,女14例,年龄23
~66岁,平均年龄45.2±3.9岁,手术类型包括胃肠

手术19例,肝胆手术31例。,观察组中,男25例,女
15例,年龄22~68岁,平均年龄44.8±3.6岁,手术

类型包括胃肠手术21例,肝胆手术29例。两组患

者在一般资料对比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模式,主要是观

察患者生命体征和病情动态,指导患者用药和饮食

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护理干预,主要包

括以下措施:
心理护理。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热情接待,向

患者介绍病房环境,针对患者刚入院期间可能出现

的不良情绪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消除患者

的紧张感和陌生感,使其尽快融入到新环境。多与

患者沟通交流,全面了解患者病情,耐心解答患者及

家属提出的相关问题,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以及对

应的手术治疗方法,能更好地面对治疗。
环境护理。保持整洁、舒适、安全的病房环境,

对探视人员和时间进行严格限制,保证患者能有充

足的休息时间,使患者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来面

对手术治疗。将病房温度控制在25°C左右,湿度控

制在50%到60%。定时消毒通风,做好物品、地面

和门窗等消毒清洁,及时更换被罩、床单,避免发生

院内感染。
疼痛护理。普外科手术患者的疼痛较为常见,

这也会加重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此外,严重的疼

痛还可能会延缓手术切口的愈合,降低患者生活质

量。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调整体位和深呼吸,通过

看电视、谈话等活动来转移注意力,减轻疼痛,在患

者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可遵医嘱适量使用镇痛药物。
并发症的护理。普外科患者术后发生感染的几

率较大,容易出现相关并发症,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

切口,及时做好消毒和清洁处理,保持切口周边的清

洁干燥,在敷料过程中,要格外重视渗液和渗血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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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时告知医生。协助患者翻身,加强受压部位按

摩,加速血液循环。
1.3 观察指标

通过生活质量评价表来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研究所获得的信息用SPSS22.0统计学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χ2
检验。当P<0.05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如下表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分]

组别 例数(n)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57.21±7.89 69.72±9.18

观察组 50 56.88±7.49 81.03±9.02

可以看到,未实施护理干预之前,两组患者两组

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都有所提升,
观察组的提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综合护理干预是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从心理、
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出来来进行护理,满足患者需

求。相对于常规护理模式,综合护理干预有着更好

地计划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责任

感和能动性,有效提升了护理质量。普外科的治疗

主要为手术治疗方式,患者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

会出现负性情绪而影响治疗效果。本次研究中,未
实施护理干预之前,两组患者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护理干预后,两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都有所提升,观察组的提升

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普外科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用综

合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助于促进

患者恢复,改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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