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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消化内镜检查患者的影响 

王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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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消化内镜检查患者中采用心理护理的影响和效果。方法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消化内镜检查患者 90 例进行分析，其中 45 例分为研究组，采用心理护理措施；另外 45 例分

为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统计护理结果。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情绪状态优于参照组，研究组检查成功

率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消化内镜检查患者中采用心理护理方法能够提高护理效果和检查效果，

同时还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检查成功率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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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end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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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endoscopy.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endoscop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analyzed, 45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asures were adopted. 
The other 45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for routine nursing and statistical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examin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endoscopy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examination effect,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uccess rate of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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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临床中对于胃肠道疾病的检查常采用消化内

镜检查方法，其应用价值较高，在实际检查的过程

中，采用短效麻醉剂静脉注射方法，使患者进入镇

静、镇痛和睡眠状态，使其在无痛的情况下接受相

关检查，不仅能够提高依从性，还能够促进检查的

顺利开展。同时还能够避免因患者躁动导致的损伤

情况发生[1]。另外，检查的过程中采用麻醉药物注

射方法，能够对患者的神经系统活性产生抑制，使

患者的疼痛阈值得到提高，然而患者检查的过程中，

由于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有限，往往会产生恐惧和焦

虑等不良情绪，这不利于检查的顺利开展，也会影

响检查效果。因此，在患者接受检查的过程中，临

床中要重视护理干预的应用，积极缓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使其积极主动地接受检查[2]。为了进一步分

析消化内镜检查中心理护理的作用，本研究选择部

分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另一部分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统计相关结果后，对以下报道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从本院患者中选择消

化内镜检查患者 90 例分入心理护理的研究组和常

规护理的参照组，各组 45 例患者。所有患者的最小

年龄 21 岁，最大年龄 61 岁，平均（39.41±4.25）
岁；资料之间存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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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纳入参照组的患者接受检查的过程中采用常规

护理方案指导下的护理服务，即 护理人员在患者接

受检查前，指导其提前禁饮、禁食，检查前 12 小时

禁食，6h 禁饮，并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既往病史，将

检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并说明护理措施，

从而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另外，对患者进行麻醉操

作，采用静脉注射麻醉药物的方法，麻醉效果发挥

后，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如

果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配合医生完成处理。入选

研究组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除了采用上述常

规护理外，全面落实心理护理服务，具体措施如下： 
（1）检查前心理护理。患者接受消化内镜检查

前，护理人员要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与患者沟通，

通过交流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对患者的接受程

度进行了解，明确患者产生不良情绪的相关因素，

并采用温和的语言进行疏导，给予安慰。将检查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告知患者，同时护理人员根

据科室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制作关于内镜检查的图

文和视频，说明内镜检查的注意事项和相关流程，

从而提高患者对内镜检查的认知度，保证能够积极

地配合治疗。 
（2）检查中的心理护理。患者检查前需要对其

采用麻醉措施，在此之前，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深

呼吸，将身心放松，同时护理人员可通过与患者的

眼神交流、动作手势和语言给予患者一定的安抚，

并鼓励患者，在麻醉医师对患者进行检查和麻醉的

过程中，指导其积极配合，护理人员还要对患者的

隐私部位加强保护，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另外，护

理人员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如果波动较大，护理

人员则在旁陪同，也可与患者交流感兴趣的话题，

并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使患者的注意力得到转移。

此外护理人员还可与患者的肢体进行接触，从而给

予患者一定的鼓励[3]。 
（3）检查后心理护理。患者完成检查后，机体

在刺激的情况下，患者存在一定的眼泪，此时护理

人员要及时擦干患者的眼泪，对于有呕吐物的患者，

护理人员也应及时擦拭，主动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

感，将检查结果告知患者，同时说明检查后的相关

注意事项，对于检查结果不佳者，护理人员对注意

事项进行详细的讲解，并给予一定的鼓励，减少患

者的心理刺激。 
（4）家属指导。患者检查后，护理人员详细讲

解检查结果，并说明相关注意事项。与患者家属积

极沟通，告知检查后的相关注意事项，使家属能够

安抚患者的情绪，并给予患者全面的陪同，使患者

的情绪稳定性得到提高，以免患者出现较大的情绪

波动，促进检查结果提升。 
1.3 观察指标 
（1）情绪状态评分 
在患者接受护理前以及护理后，分别对患者的

情绪状态进行相应的评估，主要包括抑郁情绪和焦

虑情绪。评价抑郁情绪时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完成评价，该量表中包含 20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法，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状态

越明显。另外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AS）完成焦虑

状态的评分，该量表是由 10 项正向评分和 10 项反

向评分组成，各个项目均采用 4 级评分法，分数越

高说明患者的抑郁程度越深。统计相关数据后完成

两组之间的对比和分析。 
（2）检查成功率分析 
统计检查成功例数，并计算成功率，统计完成

后完成组间的比较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 n（%）和计量资料（x±s）是研究

中的主要数据组成部分；处理和分析时均采用计算

机 SPSS 23.0 软件完成，分别对记录后的数据进行

检验，即计量资料采用 t 完成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完成检验，如果发现数据有明显的区别，则说明存

在差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不同方法护理前后比较 2组患者的情绪状况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情绪状态的改善和比较情况

详情见表 1。 
2.2 比较 2 组护理后检查成功率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检查成功率高于参照组，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中，消化

内镜是重要的工具之一，然而消化内镜诊疗属于侵

入性操作方法，在操作过程中会导致患者发生明显

的不适感，也会增加患者的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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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前后比较 2 组患者的情绪状况（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5 55.22±2.73 44.19±2.67 58.43±2.21 45.22±2.02 

参照组 45 55.96±2.78 51.83±2.74 57.39±2.18 49.16±2.21 

t  0.578 3.568 0.781 4.5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检查成功率（n/%） 

组别 例数 失败 成功 

研究组 45 1（2.22%） 44（97.78%） 

参照组 45 4（8.89%） 41（91.11%） 

χ2  7.197 

P 值  ＜0.05 

 
另外患者对消化内镜检查的相关知识缺乏认

知，在检查前往往会产生较多不良情绪，如紧张和

焦虑等，这不仅会对检查的顺利开展造成影响，还

会导致检查结果下降。基于此，在患者检查的过程

中开展科学的护理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目的

是通过心理护理服务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促进检

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研究的过程中，患者接受护理中无论是焦虑

评分，还是抑郁评分均优于参照组，同时检查的成

功率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这一结果说明，

采用心理护理方法进行消化内镜检查患者的护理，

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缓解其不良情绪，

对检查的顺利开展有着促进作用，可提高检查成功

率，同时获取准确的检查结果，为临床诊疗工作提

供指导。就心理护理而言，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将患

者作为护理的中心，围绕检查前到检查后的全过程

开展心理护理工作，护理人员在检查前与患者建立

良好的沟通关系，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从而给予

针对性的疏导；通过科学的健康教育方法指导患者

对内镜检查加强认识，从而了解内镜检查的内容，

增加诊疗的信心，缓解不良情绪产生，使患者能够

积极地配合检查[4]。另外，在护理中护理人员积极

主动与家属沟通，告知其护理配合的重要性，使家

属能够给予患者情感方法的支持，从而促进患者检

查依从性的提高，保证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后，

心理护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突出主动性和针对性

的特点，积极弥补常规护理中的片面性和被动性，

促进护理质量的显著提高[5]。 
综上所述，在消化内镜检查的过程中采用心理

护理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对患者不良

情绪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还能够促进内镜检查的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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