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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资料库用于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护理的临床价值研究
李 蓉

土家元堡乡卫生院，湖北 利川 445424
【摘 要】目的：分析循证护理资料库用于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护理的临床价值。方法：将我院于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6月收治

的子宫肌瘤患者 120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n=60）及对照组（n=60），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用

焦虑自评表（SAS）及抑郁自评表（SDS）进行评分，判断患者情绪状态，并对患者生活质量、护理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

果：观察组患者焦虑自评表、抑郁自评表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护理中应用循证护理可提升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护理依从性，增强患者护理满

意度，确保患者能够积极治疗，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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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情绪对于术后的恢复产生严重的影响，且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切除术是临床中女性子宫肌瘤常见的手术，因此改善患者的

负面情绪对于患者术后恢复非常重要。临床中应用循证护理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对患者的预后产生积极作用[1-2]。本次

将我院于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6月收治的子宫肌瘤患者 120
例作为观察对象，分析循证护理资料库用于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

术护理的临床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6月收治的子宫肌瘤患者

120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临床诊断为子宫肌瘤，并行

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患者，能与医患人员正常沟通，无语言障

碍；经家属及本人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具有意

识障碍及精神障碍；按随机法分配，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 60例。观察组：平均年龄（42.8±2.6）岁；对照组：平均

年龄（42.2±2.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

（1）确立循证问题，护理人员根据以往经验，对患者的心理状

态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对症护理。

（2）获取循证支持，查找循证护理的相关文献，证实后可制定

相应的护理方案。

（3）循证护理的具体措施：①心理护理：为患者及家属讲解疾

病注意事项，解释癌痛产生的原因，并与患者沟通，对患者及时

进行心理疏导，引导患者积极配合，安慰患者的情绪，促进患者

的预后；②疼痛护理：对患者疼痛部位进行记录，必要时即与患

者疼痛部位按摩及药物止痛，并对患者进行密切观察，必要时与

主治医师联系进行处理。③饮食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对患者饮食

方案进行调整，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高蛋白食物，禁食辛

辣刺激性食物，饮食尽量清淡。

1.3 观察指标

用焦虑自评表（SAS）及抑郁自评表（SDS）进行评分，判

断患者情绪状态，用生活质量评估表（SF-36）评判患者的生活

质量；并对护理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焦虑自评表（SAS）
及抑郁自评表（SDS）评分，总分 100分，得分越高证明焦虑与

抑郁情况越严重。一般依从、不依从，总依从率=（总例数-不依

从）/总例数×100%；及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不满意、很满意。

总满意度=（总例数-不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分析循证护理资料库用于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护理

的临床价值调查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进行处理分析，

采用（ sx  ）表示 SAS、SD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使用 t检
验数据，治疗效果、依从率及满意度行卡方检验，用（n%）表

示，P＜0.05有统计学意义，反之无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子宫肌瘤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P<0.05），患者护理满意度数据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满意 很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60） 30（50.00） 30（50.00） 0（0） 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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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n=60） 30（50.00） 15（25.00） 15（25.00） 45（75.00）

X2 - - - 17.1429

P - - - 0.0000

2.2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子宫肌瘤患者护理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护理依从

率（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一般依从 完全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n=60） 30（50.00） 30（50.00） 0（0） 60（100）

对照组（n=60） 24（40.00） 26（43.33） 10（16.67） 50（83.33）

X2 - - - 10.9091

P - - - 0.0009

2.3 两组患者 SAS评分、SDS评分比较

观察组子宫肌瘤患者 SAS评分、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调查数

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见表 3。

表 3两组患者 SAS评分、SDS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n） SAS SDS

对照组 60 40.41±5.11 44.42±5.09

观察组 60 27.56±3.15 30.56±4.65

t 16.5813 15.5722

P 0.0000 0.0000

2.4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观察组子宫肌瘤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P<0.05），生活质量评分数据见表 4。

表 4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X ±S；分)

组

别

例

数

（n
）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躯体疼痛 身体健康

对

照

组

60
52.30±
23.42

51.23±
21.22

53.21±
26.12

64.15±
26.79

62.46±
20.45

观

察

组

60
71.24±
29.10

76.12±
17.61

77.12±
22.12

81.15±
21.42

87.46±
22.45

t 3.9275 6.9916 5.5109 3.8390 6.3767

P 0.0001 0.0000 0.0000 0.0002 0.0000

3 讨论

子宫肌瘤为女性常见的生殖道良性肿瘤，肿瘤疾病对于女性

的生育功能产生较大的威胁，现阶段子宫肌瘤常用的方法是腹腔

镜子宫肌瘤切除术，对患者的创伤较小，可以保持患者的生育能

力，在患者术后康复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焦虑抑

郁等，对患者的预后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子宫肌瘤患者行腹

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术后会给予患者相应的护理，改善患者的情

绪。循证护理，能够遵循相关文献以及医护人员的经验，为患者

提供有效的护理，现阶段广泛应用到临床当中，取得了良好的治

疗效果[3]。

本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焦虑自评表（SAS）、抑郁自评表

（SD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

分、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综述，在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护理中应用循证护理，提升

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增强患者护理

满意度，使患者积极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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