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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疾病作为临床上的常见病与多发病，不仅对患

者的身体造成了损害，还影响了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随

着耳鼻喉术的应用愈发广泛，为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应选

择科学的护理措施，来改善整体的预后。本次研究通过某

院耳鼻喉科收录的 80例患者为对象，分析舒适护理干预的

适用性，阐述如下。

收录某院耳鼻喉科 2020年 9月—2021年 9月总计 86

例患者为对象，年龄 17~46岁，分为两组各 43例，两组的

一般资料如表 1所示，具有可比性（P＞ 0.05）。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依照医院的耳鼻

喉术治疗规定，执行常规的护理干预，为患者介绍耳鼻喉

术的基本知识，术前做好相应的身体检查，术后给予患者

饮食与生活方面的指导。

x±s，%）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观察组 43 34.27±5.34 25（58.14） 18（41.86）

对照组 43 34.18±5.42 24（55.81） 19（44.19）

t/x2 0.078 0.047 0.047

p 0.938 0.828 0.828

观察组开展舒适护理干预。①干预计划。在接到患者

后，护理人员以亲切的态度与其接待，并带领其熟悉手术

室与病房，来减轻其不安与陌生感，同时协助患者进行全

面检查，结合疾病类型、严重程度、身体状况与手术类型等，

为患者设计舒适化的干预计划，同时引导患者做好术前准

备，包括术前禁食禁饮等，同时提前做好药物与仪器等的

准备。②健康教育。根据患者的性格特点与文化背景，以

通俗易懂的言语为其介绍耳鼻喉手术的治疗原则，以及需

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并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再通过讲解医院曾经的成功案例，来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

从而理解与配合各项护理工作，同时为手术的开展提供基

础支持。③环境护理。在患者住院期间，依照患者的生活

习惯与自身意愿，对病房进行装饰，从而提供舒适的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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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让患者感到温馨，同时做好定期消毒灭菌工作，每天

开窗换气，将病房内污浊空气排出，避免发生院内感染等不

良情况，同时降低病房周围的噪声污染，让患者得到充分的

静养 [1]。④心理护理。患者受到耳鼻喉疾病症状的影响，以

及手术带来的不适，其身心健康会受到损害，进而存在不安、

焦虑以及抑郁等的负面情绪，护理人员通密切关注患者的情

绪变化，定期评估其心理状态，加强人文关怀，多与患者聊

天，了解其心理诉求，通过音乐疗法、注意力转移法等方式，

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同时给予其安抚和鼓励，引导患者

的亲人朋友为其提供情感支撑，来减轻其负面情绪 [2]。⑤生

活护理。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保持乐观积极的心

态，通过早睡早起来促进身体恢复，同时并为患者制定健康

的饮食计划，并根据其食物偏好，合理进行搭配，保证清淡、

易消化的饮食，保证每日的身体所需，杜绝生冷、辛辣、刺

激类的食物，并在身体允许下，适当进行活动，从而促进术

后的身体康复。

①将两组的疼痛情况（VAS以及 VRS评分）作比较。

②将两组的心理状况（SAS以及 SDS评分）作比较。

③将两组的护理满意度作比较。

该研究计算的统计工具为 ，以

记录数据，以（ x±s）显示并用 t检验计量，以率（%）显

示并用 x2检验计数，统计学意义用 P＜ 0.05表示。

观察组干预后的 VAS以及 VR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 2。

x±s）

组别 例数
VAS（分） VRS（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4.63±0.66 1.92±0.43 4.78±0.73 2.09±0.51

对照组 43 4.58±0.75 3.17±0.51 4.71±0.80 3.35±0.59

t 10.858 12.661 10.063 12.170

P 0.000 0.000 0.000 0.000

观察组干预后的 SAS以及 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 3。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97.67%）显著高于对照组

（83.72%），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 4。

表 3心理状况（ x±s）

组别 例数
SAS（分） SDS（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58.05±5.57 43.15±4.26 56.45±5.46 42.29±4.40

对照组 43 57.94±5.68 48.36±4.37 56.32±5.53 47.55±4.58

t 0.048 5.808 0.074 5.984

P 0.962 0.000 0.941 0.000

表 4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例

（%）]

观察组 43 23 19 1 42（97.67）

对照组 43 18 18 7 36（83.72）

x2 4.962

P 0.026

耳鼻喉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主要是看耳、鼻、

咽喉等器官引起的疾病，包括外耳道炎、中耳炎等的耳部疾

病，鼻炎、鼻窦炎等的鼻部疾病，以及扁桃体炎、急性喉炎

等的喉部疾病 [3]。耳鼻喉疾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

的损害，若治疗不及时容易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异常需要

及早的进行治疗。目前临床上对于耳鼻喉疾病的治疗方式有

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其中介绍耳鼻喉术治疗的患者，为

提高整体的疗效，还需辅以有效的护理。舒适护理干预针对

耳鼻喉术的特点，在术前给予患者疾病宣教，加强其对治疗

的理想，并辅以环境、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干预，并且注重

患者的舒适感，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调节患者的生活质

量，从而改善提患者的预后。

通过本次研究结果得出，观察组干预后的 VAS以及

VRS评分较对照组更低，同时 SAS以及 SDS评分更低，并

且护理满意度更高，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果

说明，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对该病患者的效果更为理想。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干预对耳鼻喉术后患者的效果突

出，能够缓解心理状况，减轻术后疼痛，改善护理体验，具

有地方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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