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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模式在耳鼻咽喉科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兰飞燕 

大竹县人民医院  四川达州 

【摘要】 目的 本文宗旨在于耳鼻咽喉科患者的护理，并探讨循证护理模式对此类患者的效果及价值。方法 
此次的临床科研考察对象，均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耳鼻咽喉科接受治疗的病患，合计 960
例，按护理措施将病患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8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针对性、

精细化的循证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 SAS、SDS、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及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 SAS、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且疾病知识掌握度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耳鼻咽喉科患者承受着极大程度的痛苦，因此，对此类患者实施针对有效的循证护理尤为重要，

可有效改善患者焦虑及抑郁的不良情绪，同时降低并发症发生情况，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避免医患纠纷，值得

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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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valu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applied in otolaryngolog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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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are for patients with otolaryngology,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 on such patient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clinical research study 
were all patients who receivedtreatment in the otolaryng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ith a total of 960 case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nursing 
measures. groups (48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and refined evidence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 The SAS, SD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disease knowledg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Otolaryngology department has been 
suffering to a great extent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lement effective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re for such patien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and reduce and occur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to avoid dispute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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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咽喉科在医院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医院相

对重要的科室之一[1-2]。且该科室的患者大多数病情较

为复杂，再加上年龄跨度较大，增加了科室的护理难

度。该科室的患者大多数为慢性疾病，随者病情不断

地发展，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

程度的痛苦，还增加了科室人员的工作量[3-4]。因此，

实施针对有效的护理干预尤为重要，故本次研究选取

960 例耳鼻喉患者为研究对象，并探讨此护理干预效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的临床科研考察对象，均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耳鼻咽喉科接受治疗的病患，

合计 960 例，按护理措施将病患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480 例）。详细资料见表 1。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主要为用药指导

及相关检查等。观察组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干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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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下[5-6]。①总结、提出循证问题：首先对患者的

基本资料进行分析并总结，找出相对的护理措施，如

果在治疗时，医患沟通相对较少，那么患者就会对医

护人员治疗产生怀疑，且家属与医护人员沟通不佳，

最终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给医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7-8]。

对于鼻出血患者来讲，出血较为严重，如出血部位较

为隐蔽，护理工作的盲目开展，会使止血效果不明显。

耳鼻咽喉科患者因不良情绪的影响，再加上病痛的折

磨，会影响睡眠质量，从而影响护理工作的开展；②

心理护理：耳鼻喉患者长期受疾病困扰，会承受着极

大程度的痛苦，也会有患者担心是否能够恢复正常生

活[9-10]。因此，大部分患者就会产生焦虑心理及不良情

绪，这时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友好地沟通，

深入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并疏导患者的不良情绪及

恐惧心理；③健康宣教：实施有效的健康教育，讲解

耳鼻咽喉相关知识及如何预防并发症发生。发放耳鼻

咽喉疾病相关知识手册，督促患者认真阅读，让患者

能够更深刻的了耳鼻咽喉疾病的危害，从而达到积极

配合治疗的效果；④疼痛管理：此了患者大部分会出

现疼痛感，这样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波动，且

会降低患者依从性。因此，护理人员在护理时，应找

出相对的方法，帮助患者患者缓解痛苦感，如音乐疗

法、分散患者注意力等。教会患者及家属一些相关的

按摩手法，减轻患者痛苦，提高依从性，使患者早日

康复[11-12]。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 SAS、SDS、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及

护理满意度评分。SAS、SDS 评分越高表示患者不良

情绪及心理越严重，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评分越高表示

掌握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χ2 检验；计量（x±s），t 检

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 SAS、SDS、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评分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且疾病知识掌握度高于对照组，

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耳鼻咽喉科患者资料对比[n（x±s）] 

组别 例数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 慢性鼻炎 扁桃体炎 中耳炎 鼻息肉 呼吸道梗阻 

对照组 480 240 240 45.32±5.53 80 92 102 99 107 

观察组 480 241 239 46.35±4.38 88 93 96 103 100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 SAS、SDS、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评分[n（x±s）] 

组别 例数 SAS SDS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对照组 480 50.24±3.54 52.11±4.68 84.23±6.97 

观察组 480 41.51±2.67 43.15±3.11 95.14±3.15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x±s）分] 

组别/例数 基础护理 病区管理 病房消毒及隔离 急救物品完好性 护理制度执行情况 

对照组（480） 80.67±10.25 80.11±8.79 82.68±10.05 80.46±8.69 82.45±10.62 

观察组（480） 91.55±8.85 92.05±6.45 92.11±6.34 90.62±5.55 92.46±4.95 

 
3 讨论 
循证护理是将理论研究、临床护理方法相结合，

给患者建立一个有理论支持的护理措施，并且能够随

时做出更新的护理模式,主要是为了在明确具体护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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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能够以客观的科学资料为基础依据，制订出具

体的护理措施，以实现保证身体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

的目的[13,14]。在目前，循证护理已成为临床应用和研

究的热门话题，尤其针对耳鼻咽喉科而言，该科室患

者病情相对复杂，且危险性大，在治疗中，必须配合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以此来观察疾病情况，及时发现

疾病的变化状况，提升护理疗效,从而帮助患者疾病早

日痊愈。 
因耳鼻咽喉科的护理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

全面护理的，而且病种较为复杂。而循证护理则作为

一项新的护理措施，被耳鼻喉科广泛应用，通过已有

的研究实践成果、数据资料为护理工作提供了科学的

理论支持，并制订出执行性较强、有效性较强的护理

措施，以此进一步提高患者护理满意[15]。 
综上所述，耳鼻咽喉科长期承受着极大程度的痛

苦，因此，对此类患者实施针对有效的循证护理尤为

重要，可有效改善患者焦虑及抑郁的不良情绪，同时

降低并发生发生情况，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避免医

患纠纷，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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