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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口袋书在宫腔镜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张红丹，范颖虹，农冬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 广西南宁

【摘要】目的 探讨自制口袋书在宫腔镜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年 1月~2022
年 12月在我院行宫腔镜日间手术患者 5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25例。对照组患者接受

常规术后随访，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运用自制口袋书进行延续护理干预。对比两组（ 出院当天及复

诊当天 ） 的状态焦虑值，自我护理知识的掌握率、满意度等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术后焦虑状态值、自我

护理知识掌握率和对医护人员满意度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运

用自制口袋书在宫腔日间手术患者延续护理中应用，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对于术后护理知识的认知，降低患者的术

后焦虑，提高临床服务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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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lf-made pocket book in extended car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hysteroscopic day surgery

Hongdan Zhang, Yinghong Fan, Dongxia No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thnic Hospital （Affiliated Ethnic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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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omemade pocket book in hysteroscopic day surgery. Methods 50
patients undergoing hysteroscopic daytim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into 25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ostoperative
follow-up,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the continuation care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ate anxiety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the day of discharge and the day of return visit), the mastery rate and
satisfaction of self-nursing knowledg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anxiety status, the rate of self-care
knowledge, and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self-made pocket books in
the continuous care of patients with intrauterine daytime surger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cognition of
postoperative nursing knowledge, reduc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anxiety,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clinical service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Self-control; pocket books; hysteroscopy; daytime surgery; continuation care; anxiety; self-care;
satisfaction;

日间手术是指患者在一天（24 h）内完成入院、手

术及出院全部流程的手术类型[1]，在 DRG 付费下，

日间手术模式运营可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2-3]，

能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治疗费用，促进病房周转率提

高，避免医疗浪费，如遇特殊病情可延长至 48小时出

院。延续护理是指将医院护理延伸至社区护理或家庭

护理的一种护理模式。我科主要是以宫腔镜手术为主

的日间手术，在院期间患者及家属缺乏疾病有关知识，

与医生和护士接触时间短，获得的术后自我护理知识

不足，因此需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提升自我护理能

力，降低并发症，减轻患者恐惧与不安心理[4]。为保证

宫颈镜日间手术患者出院后的安全，有效降低患者的

焦虑，提升日间手术的护理品质及内涵，使术后的延

续性护理服务更为协调及完善。本研究应用自制口袋

书，应用于宫腔镜日间手术患者的延续护理中，并取

得较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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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间我院行宫腔镜

日间手术患者 5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25 例，患者年龄为 16～62岁，平均年龄为

32.14±6.74岁，其中宫内妊娠物残留清除术 14例，宫

腔镜下内膜息肉摘除术 22例，取环术 4例，子宫肌瘤

剔除术 10例。手术进行时间为（27±8）min，术后留

院观察时间为 2～6h。资料齐全; 认知正常; 所有患者

熟知本次研究，并表示自愿参加。排除标准: 排除身体

重要器官如心、肝、肺、肾、脑等存在严重器质性疾

病；精神异常; 药物过敏; 不配合研究者; 因其他因素

中途退出日间手术者。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围手术健康指导方法

对照组运用文字宣教配合口头讲解，给予出院恢

复期注意事项讲解，出院前发放文字版注意事项给患

者带回家，对其定期进行电话随访。观察组在对照组

的基础运用自制口袋书的方法进行护理要点讲解。为

了避免组别间观察指标的影响，观察组患者离院时，

发放自制口袋书并向其讲解口袋书的使用方法。

1.2.2 我科自制口袋书，内容包括：一是科室的电

话及小组二维码联系方式。二是由护士长带领小组成

员，根据我国日间宫腔镜手术中心设置及管理流程中

国专家共识[5]的内容，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结合丰富图

片，通过查阅文献，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共同设计

符合科室特点的图片，术后患者居家时可能出现的症

状为中心关键词“ XX症状”发散出Ⅰ级分支：术后活

动、术后排尿指导、术后疼痛、体温升高、术后阴道

出血观察、阴道分泌物观察等，每阶段护理继续延伸

细化Ⅱ级分支，下级分支隶属于上级分支相对独立，

各分支采用不同颜色线条标注。图片对应相对的症状，

自我护理措施一目了然。具体设计，详见图 1。三是发

生紧急情况的自我应急措施。四是定期复诊指导，明

确机体恢复情况需要定期回院复诊的要点。设计完成，

经科室小组人员表决通过后，再将其运用到临床实践

中。

2 评价指标

2.1状态焦虑量表（STAI）[6]。这是一种自我评价

问卷，共有 40个项目，第 1～第 20项为状态焦虑量表

（S-AI），主要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

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可

用来评价应激情况下的状态焦虑。第 21～第 40项为特

质焦虑量表（T-AI），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

通过 S-AI 量表评定患者出院当天和复诊当天的焦虑

状态。SAI 量表共有 20 个条目，每条分 4个级别，

分别计 1-4 分，总分最低 20分，最高 80分，得分越

高表明焦虑越严重。患者出院当天及复诊（术后第 7
天）填写状态焦虑量（SAI）自评量表。

2.2自我护理知识的掌握率

于患者出院后 2天和第 20天采用电话或微信咨询

的随访方式进行随访。随访使用我院出院健康知识掌

握内容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恶心呕吐、饮食注意事项、

活动、阴道流血的护理、会阴护理、留置宫腔水囊管

护理、疼痛缓解知识及复诊时间等，满分百分制，标

准答案评分。

2.3 满意度调查。用我院制定的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复诊当天由患者或家属进行填写，结果包含满意（ 90
分以上） 、比较满意（ 80～90 分）、基本满意（70～
80分）、不满意（ 低于 70分），四个等级进行评定。

3 统计学方法

本组实验涉及到的数据信息统一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状态焦虑评分、知识掌握情况采用 t
检验，用均值±标准差表示，满意度采用χ2检验，用“%”
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本研究结果可见，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状态焦虑

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等三个观察指

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讨论

本次研究中将状态焦虑评分放于出院当日和复诊

当日，患者知识掌握情况收集观察指标的时间设定为

出院后第 2天及第 20天是为了区别于因距离最近一次

随访时间太近而造成观察指标收集上的偏差。满意度

调查放在复查当日填写，更能总体客观对工作进行评

价。时间段的选择，是根据我科开展日间手术的病种

及术式的术后恢复阶段的共性而确定的，以满足患者

在术后康复时期的不同护理需求，减轻患者的焦虑[5-8]。

不足之处：在随访患者使用口袋书的情况中发现，

大部分患者是把口袋书视为术后指导书，当遇到术后

不良症状时能第一时间翻开口袋书进行查阅，对知识

内容及时补充，及时获取处理方法或者获取联系医护

人员的方法。口袋书的字数多，内容不够丰富，制作

的纸质不够坚硬携带过程容易卷边，有待进一步改进

提高。

综上所述，自制口袋书在宫腔镜日间手术患者延

续护理中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对于术后自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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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识，提高依从性，提高临床服务的满意度，值得 临床推广。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状态焦虑程度比较（χ±s）

组别 n 出院当天 SAI 得分 术后复查 SAI 得分

对照组 25 53.56±1.95 38.52±2.18

观察组 25 52.40±1.35 32.24±1.66

t值 2.44 11.44

P值 0.02 <0.05

表 2 两组患者知识掌握评分比较 （ 分，χ±s）

组别 n 出院后第 2天 出院后第 20天

对照组 25 69.68±3.65 85.04±2.00

观察组 25 70.16±4.20 92.36±3.48

t值 -0.43 -9.09

P值 0.67 <0.05

表 3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n（ %） ]

组别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25 12（0.48） 5（0.28） 8（0.24） 17（0.76）

观察组 25 20（0.6） 4（0.24） 1（0.16） 24（0.84）

χ2值 6.64

P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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