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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腹病症中阑尾炎较为常见且存在痛感强、发病快等

特性，对病人生活、身体、心理状态均具严重影响。而根据此范

畴人员研讨提示，阑尾炎患者在开展术式干预期间配合施行

舒适护理服务对其情绪、恢复及预后情况等均具明确改善

性[1-3]，本文针对此展开探察。以 2020 到 2022 年（0801；0807）
间在本院采取阑尾炎术式干预的 92 位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予

以数字排号、单双数准则分组及基础或者舒适服务开展，对其

护理施行效果、相关指标情况、预后合并性表现、负性情绪干

预前及干预后变化、认可情况行比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近两年间在本院采取术式干预的 92 位阑尾炎患者

施行研究，以科学分组原则：单双数，将其划分在两个小组之

中（n=46）。单数号码者归属于对照组别，双数号码者可归类为

观察组别中，二者年龄数据可概括为 61 岁、21 岁、（41.9依
19.4）岁/62 岁、21 岁、（41.2依19.3）岁；性别（男/女）数据可总结

为 54.35%、45.65%（25 位、21 位）/56.52%、43.48%（26 位、20
位），择取阑尾炎确诊且对施行术式无禁忌，未见精神疾病、沟

通障碍、凝血异常者基础资料可进行比较(P跃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组内择取病人施行术期及日常、恢复指导，切口观察，

相关宣教等基础护理工作。

1.2.2 观察组
组建舒适护理干预小队，由内部举荐的领导者组织其他

队内成员以舒适护理、阑尾炎、手术等为关键词检索汇总相关

信息制定护理方案并基于医院及病人情况调进行调整，具体

如下。阑尾炎手术前期：术日前，针对择取病人表现为其进行

诊治、病房安排与相关讲解。由工作人员向其陪同者开展自

我、医师、相关人员信息介绍与设施位置说明。以干净、安静、

整洁、明亮、温度合适、湿度适宜、光线充足、灯光柔和等为标

准优化病房环境，为病人营造家的氛围。定期对室内进行清理

与消毒，加强夜间巡视，天气突变时提醒病人关窗。进行护理

操作时注意力度与声响，尽量减少或规避夜间操作，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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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于阑尾炎术式干预对象护理中采取舒适服务的效果及对其相关指标、预后情况等影响性。方法：择取于 8

月 1 日（2020 年）至 8 月 7 日（2022 年）期间在本院采取阑尾炎术式干预的 92 位病人施行研究观察，按照其进院治疗

时间行数字排号、单双数准则分组及差异性服务措施应用，每组组内人数均为 46。对照（单数组别）人员以基础护理

运用在其临床中，观察（双数组别）则在住院期间配合开展舒适护理。全部人员均按照组别行干预、指标、预后、心绪变

化、认可度分析比照。结果：对照、观察两组人员在区别（基础/舒适）护理内容采取前，心理状态比较无意义(P跃0.05)。
相应内容采取后，观察组干预总有效率数值相对较高(P约0.05)。指标及预后情况较好，术后排气与排便时间缩短，合并

症总发生率数值减小(P约0.05)。负性情绪评估值降低，总认可度提升(P约0.05)。结论：阑尾炎手术与舒适护理共同开展

具显著效果，可促进病人恢复，改善其预后与心理情况，应用合宜的同时得到大部分患者认同及信赖。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king comfortable service in appendicitis surgical intervention object care and its
influence on its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prognosis. Methods: For 92 patients infected with appendicitis from August 1
(2020) to August 7 (2020) (2022), followed by numerical numbers, numerical grouping and differential servic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ir treatment time,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was 46. The Control group (single array group)
personnel will use basic care in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double array group) will cooperate with
comfortable car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ll the personnel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group intervention, index,
prognosis, mood change and recognition. Results: Bef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aff (basic / comfortable)
nursing content was adopt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relatively meaningless (P> 0.05).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content
was adopted,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high (P <0.05). The index and prognosis
were good, the postoperative exhaust and defecation time were shortened,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orbidities was
decreased (P <0.05). Negative emotion assessment value was decreased, and the total recognition degree was increased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endicitis operation and comfort care have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can promote patient
recovery, improve their prognosis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and win the recognition and trust by most patients.

【关键词】舒适护理；阑尾炎手术；护理效果；相关指标；预后情况；负性情绪

【Key words】comfortable care; appendicitis surgery; nursing effect; related indicators; prognosis; negative mood

23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4 卷 第 8 期2022年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4 卷 第 8 期2022年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4 卷 第 8 期2022年

探访时间。术日，以友善、适度热情、诚挚的态度向病人及其陪

同者进行宣教和心理辅导工作。宣教内容含括阑尾炎发生原

因、阑尾炎相关概念、手术治疗流程及风险、舒适护理项目及

意义等，通过主动询问了解择选者与陪同人员对相关医疗知

识的掌握性并开展二次讲解及问题回答。通过对交流中病人

状态与言语、表现进行分析评估其心理状态，对存在一定焦虑

表现者加以安抚，开展陌生感及恐惧感消除，加强知识讲解力

度。抑郁表现者需分析源头，增强亲属陪伴及外界支持。对负

性情绪程度相对较重者可开展专业且科学的疏导工作。术前，

开展相应指导如禁食。紧张感强烈者行暗示、注意力分散、深

呼吸等干预。进入术室后帮助病人行体位与心态调整，保障其

身心状态适宜；阑尾炎手术中期：术中，尽量避免重复穿刺，和

病人开展沟通以分散注意力，增强心理支持。掌握择选者状态

与面部表情，对突发意外者行相应处理；阑尾炎手术后期：术

后，向择选对象说明术式开展情况，在做好清洁及保暖工作后

将其送回病房。麻醉维系期间需对病人血压、心率等进行严密

监测，待其状态适宜后进行关节被动活动。术日，对未见不适

者开展协助翻身，关注病人输液情况并确保通畅。加强创口观

察，对有破损、红肿表现者行及时处理。引导择取病人说出内

心的需求并在条件允许内满足其要求。术日后，做好口腔与皮

肤护理，以疼痛评估结果对择选者进行相应干预，程度较轻者

可行体位调整，如取侧卧弯腰体位缓解痛感，以轻音乐播放、

视频播放等分散注意力。痛感强烈者则需在检查后遵医嘱进

行药物干预。开展排气、血液循环促进指导，告知择选者进行

关节活动、早期下床并按摩其骶尾。根据择选者口味、恢复性、

身体情况行荤素搭配、营养充足、清淡健康食物清单编辑。

1.3 观察指标
1.3.1 干预效果
评估（参照自拟依从性问卷、Kolcaba 量表、视觉模拟评

分、生活质量测定量表）择选者护理效果，未见、存在、显著标

准如下：未达下述情况；部分依从，舒适度与生活质量一般（评

估值超 70 分），存在轻中度疼痛（评分 1-6）；完全依从，舒适

度与生活质量较高（评估值超 85 分），存在轻度疼痛（评分 1-
3）。总有效率=（显著垣存在）例数/总例数伊100%。

1.3.2 指标情况
对全部择选病人恢复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其在手术后第

一次排气的时间及第一次排便的时间。

1.3.3 预后情况
观察两组对象预后表现，记录切口感染、渗血、恶心、其他

情况。总发生率=（切口感染垣渗血垣恶心垣其他）例数/总例数伊
100%。

1.3.4 负性情绪
评估（参照中国常模结果、SDS）病人负性情绪程度变化，

焦虑抑郁轻、中度标准分别如下：50-59/53-62 分；60-69/63-
72 分。数值越小表明择选者心理状态越好。

1.3.5 认可情况
以自拟 0-10 分认可问卷（参照院内护理管理标准、阑尾

炎看护准则、相关护理要求等）评估病人认可性，完全、基本、

不数值标准如下：大于 8，小于 8 且大于 6，小于 6。

1.4 统计学分析
依照本研究：区别服务下病人干预、指标、预后等影响内

容开展数据剖析及统计，应用 SPSS20.0 及 Excel 数据库。计数

及计量资料（X2、t）检验，显示百分率、均数方差。P 值小于 0.05
则可表达为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对象干预情况
将两组人员未见率行比较，对照组较高，证实其干预性

较差(P约0.05)。
表 1 干预情况对比渊n袁%冤

组别 未见 存在 显著 总有效率

对照组（n=46）
观察组（n=46）

8（17.39）
2（4.35）

13（28.26）
6（13.04）

25（54.35）
38（82.61）

38（82.61）
44（95.65）

X2

P
-
-

4.039
0.044

2.2 比较两组人员相关指标
观察组相关指标情况较好，恢复速度较快(P约0.05)。

表 2 相关指标对比渊h冤
组别 排气 排便

对照组（n=46）
观察组（n=46）

t
P

28.15依4.35
19.83依4.10

6.225
0.000

34.85依4.90
25.12依4.94

6.254
0.000

2.3 比较两组病患预后情况
采取区别（基础/舒适）护理内容后，对照组预后性较差，

合并症总发生率较高(P约0.05)。
表 3 预后情况对比渊n袁%冤

组别
切口

恶心 其他 总发生率
感染 渗血

对照组（n=46）
观察组（n=46）

1（2.17）
0（0.00）

3（6.52）
1（2.17）

4（8.70）
1（2.17）

2（4.35）
1（2.17）

10（21.74）
3（6.52）

X2

P
-
-

4.390
0.036

2.4 比较两组患者情绪变化
前期病人心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跃0.05)，后观察组情绪

较好(P约0.05)。
表 4 情绪变化对比渊分冤

组别
焦虑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6）
观察组（n=46）

t
P

52.85依1.90
52.48依1.25

0.728
0.471

48.00依2.11
45.12依2.16

4.265
0.000

55.71依1.95
55.80依1.23

0.175
0.862

51.33依2.24
48.06依2.10

4.763
0.000

2.5 比较两组病人认可情况
基础/舒适服务采取后，观察组认可性较高(P约0.05)。

表 5 认可情况对比渊n袁%冤
组别 完全 基本 不 总认可度

对照组（n=46）
观察组（n=46）

X2

P

20（43.48）
31（67.39）

5.324
0.021

17（36.96）
13（28.26）

0.791
0.374

9（19.57）
2（4.35）
5.060
0.024

37（80.43）
44（95.65）

5.06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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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分析提示，在阑尾炎患者进行术式干预期间配合施行

舒适护理对其生活、心理及预后情况改善均有益处，本文予

以探察。

研究内观察组组员总有效率数值较高，表明其干预性较

好，病人依从性、舒适度、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痛感减轻。相关

指标得到改善，排气及排便时间缩短，证实患者恢复性得到促

进。合并症总发生率数值下降，预后情况相对较好。焦虑、抑郁

评估值减小，证实病人情绪向好的方向转变，心态较为平稳。

总认可度提升，表明择选对象关于护理项目存在较高信赖与

认可性。从上述数据可知，在择选阑尾炎术式干预病人护理中

采取舒适服务具较高适宜性及科学性，效果显著。而该结论引

发因素或许是在于基础护理作为常规性手术辅助操作虽具一

定作用，但仍有不足之处，如人性化缺乏、针对性较低等，应用

于现代无法完全得到病人认可[4-7]。相比较之下，舒适护理则遵

照人文关怀理念，在充分发挥护理效果的同时增强择选病人

舒适度。行小队组建，方案科学制定可在保障护理内容优质的

同时提升小队人员协作能力。基于医院病人情况调整可增强

适配性[8]。施行中，前期干预下，术日前引导、环境优化等利于

医师、护理人员、病人、病人亲属间友好关系建立，让择选者在

舒适的氛围中得到诊治护服务，消除陌生感，增强依从性。术

日宣教、心理调整等可使择选者心态稳定适宜，对接下来可能

发生的事情有基本认知。术前指导则可保障术式顺利开展。中

期干预下，术中操作规避风险发生。后期干预下，术后情况说

明、指标监测等及术日指导、创口观察等可保障择选者安全，

最大程度避免合并症表现发生[9]。术日后护理则在提升择选病

人生活情况与舒适度的同时对其恢复进行促进，增强患者体

质，帮助其早日出院。

综上，于阑尾炎手术护理中施用舒适干预措施效果确切，

可改善病人指标、预后及心理情况，应用科学性较强且受到多

数患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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