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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胃镜检查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李 智，余阳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消化内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对心理护理干预对胃镜检查患者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为了提升当前胃镜检查患者的护理

效果，以心理护理和常规护理作为本次对比项，以本院的 80 例胃镜检查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组后实施上述不

同护理方式，主要目的是比较两组不同护理方式下的护理效果。结果 经比较，观察组患者各项比较数据和对照

组存在比较大的差异（P＜0.05）。结论 在胃镜检查患者护理期间采用心理护理可以明显的改善患者在护理期间

的情绪状态，提升检查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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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gastroscopy patients.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current gastroscopy patients,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were taken as the comparison items, and 80 patients with gastroscopy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grouping. Nurs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n the group.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various comparison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of gastroscopy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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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临床中利用电子胃镜对患者的疾病进行检查可

以有效的提升对胃肠道疾病的诊断准确率，促进当前

对胃肠道疾病潜在机制的研究进程，更加准确的确定

胃癌患者的病因，并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

但是很多患者在进行胃镜检查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认

知，在检查期间，可能会存在不适感，且患者也会对

自己的检测结果存在未知，这就导致患者在检查的过

程中可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不

仅对患者的检验准确率可能会造成影响，同时还会导

致患者依从性降低[1]。因此就需要对患者采取有效的心

理护理措施来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本文就心理护理

对胃镜检查患者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后进

行，研究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是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将这一期间的 80 例胃镜检查患者纳入到

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相关知情

同意书，且患者均为首次进行电子胃镜检查，无禁忌

症。将 80 例患者进行分组并比较其一般资料，其中对

照组男女比例为 22∶18，年龄最小不低于 23 岁，最大

不超过 50 岁，平均年龄为（40.58±7.55）岁；观察组

男女比例为 23∶17，年龄最小不低于 24 岁，最大不超

过 51 岁，平均年龄为（41.22±8.51）岁。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对比差异较小（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在检查期间，采取的是

检消化内镜诊断期间的常规护理措施，在护理期间，

为患者进行常规健康宣教，主要宣教内容为消化内镜

https://ijmd.oajrc.org/�


李智，余阳慧                                                         心理护理干预对胃镜检查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 139 - 

诊断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比如检查前禁食、禁饮以及

检查前 5min需要口服盐酸利多卡因胶浆来进行口咽部

的表面麻醉等等，在进行检查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引

导患者保持合理的诊断体位。在检查结束后的 2h 内，

才可以适当的喝水，尽量以流食为主。 
（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为患者进行全方

位的心理护理干预，通过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来改善

患者的情绪状态，从而确保患者良好的情绪，提升检

查准确率。详细护理步骤如下： 
①检查前。患者由于身体不适会导致其心理状态

不佳，同时患者在进行胃镜检查前，对胃镜检查缺乏

认知，因此就会出现焦虑和紧张等情绪，并且在入院

治疗时，患者的角色会发生转变，很多患者难以及时

的适应，处于陌生的环境下就可能导致患者焦虑情绪

更加严重，担心胃镜可能会造成疼痛感，或出现其他

不可预知的意外，因此心理压力非常大[2]。在检查开始

前的 20 分钟左右，护理人员需要充分的向患者和患者

的家属介绍消化内镜室的操作环境以及为患者进行检

查的医务人员，并进行自我介绍，将院内的医疗条件

和设施优势都充分的告知患者[3]。 
多和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沟通的过程中，了

解患者的实际文化程度以及理解能力，在护理期间根

据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为患者采取不同的讲解方式。

每一位患者在检查期间的焦虑感来源都是不同的，因

此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的时候，就需

要充分的找到患者会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并对

患者进行正确的心理引导，在交流的过程中保持充足

的耐心和热情，并在操作前，将操作的目的和原理向

患者进行详细的讲解，使所有患者都可以更加了解胃

镜的重要性，在检查前，将检查可能会出现的不适症

状提前让患者进行了解，从而降低患者由于对胃镜检

查的未知所导致的恐惧和焦虑感[4]。 
②检查中。在患者进行胃镜检查的过程中，会根

据患者的不同体质出现不同的不良反应，比较常见的

几种不良反应类型有多汗、血压升高、眼花以及血糖

升高等等，且患者在出现上述不良反应后，基本会出

现紧握拳头、出汗、面色发白和肌肉紧张等现象，这

就可能会导致患者对胃镜检查存在焦虑和害怕的情

绪，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也非常紧张。因此护理人员

需要在检查过程中多对患者进行鼓励和安抚，教给患

者正确的呼吸方法，降低不适反应，引导患者配合医

生检查[5]。 
③检查后。在检查后患者一般是对检查结果存在

焦虑，担心自己病情严重，在患者疾病确诊后，护理

人员要及时对患者讲解其疾病的大概病情状况，并安

抚患者，讲解治疗期间注意事项，并在治疗过程中遵

照医嘱服用药物，提升其依从性，从而降低患者的焦

虑感[6]。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以及操作前后的血压、心

率和护理满意度作为对比依据，焦虑情绪采用的是汉

密顿焦虑量表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统计学处理是非常必要

的步骤之一，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来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分析处理后，会对计量和计

数进行不同方式的表达，分别是±标准差和 n（%）；

其次对数据进行检验会采用 t 和 χ2 进行。经对比后，

组间差异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视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如表 1 
2.2 两组患者操作前后血压和心率水平如表 2 
2.3 护理满意度对比数据如表 3 
3 讨论 

胃镜检查是当前临床中的一种检查方式，这种检查方

式主要是采用电子胃镜通过口咽插入患者的胃腔，从

而在胃腔内利用胃镜观察患者的疾病状态，并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诊断。这种诊断方式是近年来比较常见且

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诊断方式，也是临床诊断水平提

升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7]。 

表 1 两组患者操作前后 HAMA 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操作前 30min 操作前 10min 操作后 10min 

观察组 40 16.58±4.85 12.44±3.65 6.12±4.88 

对照组 40 17.12±4.23 18.65±3.19 12.84±4.47 

t 值  0.5266 5.4152 6.8879 

P 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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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操作前后的血压和心率水平对比（x±s） 

组别 例数 

操作前 30min 操作前 10min 操作后 10min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心率 

（次/min）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心率 

（次/min）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心率 

（次/min） 

观察组 40 107.25±15.32 67.98±11.12 72.65±5.32 111.44±12.46 69.81±8.95 76.38±7.13 117.49±17.56 74.51±9.13 84.55±6.27 

对照组 40 108.59±16.35 68.77±9.51 74.88±6.34 117.49±14.26 72.89±14.36 79.15±8.51 124.56±15.42 81.26±8.53 92.36±7.81 

t 值  0.5264 0.7681 0.6636 5.5261 4.6546 3.5968 6.5849 7.5915 8.636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23（57.50） 16（40.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19（47.50） 15（37.50） 6（15.00） 34（85.00） 

χ2值     12.5262 

P 值     ＜0.05 
 
但是在诊断的过程中，胃镜检查会给患者带来一

定的不适感，从而导致患者对胃镜检查存在较高的恐

惧和焦虑情绪，最终在检查期间会出现不配合且依从

性较差的情况。因此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为了改善

患者的焦虑情绪，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就需要对患者

进行心理护理，通过有效的心理护理让患者对胃镜检

查的焦虑感降低，同时提升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依从

性。在心理护理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充分了解患者的

实际情况以及性格和文化程度，并针对这些内容进行

分析后为患者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在本次研究中经

过对比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焦虑情绪、血压心率

以及护理满意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P＜0.0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降低胃镜检

查患者的焦虑情绪，从而更好的保证检查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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