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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

规范化延续护理在鼻内镜鼻窦术后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李晨晨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　要】目的：规范化延续护理在鼻内镜鼻窦术后护理中的效果分析。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７月至

２０２２年７月医院收入的１２０例鼻内镜鼻窦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６０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干预和出院指导，观察组给予规范化延续护理。观察两组护理后的遵

医行为、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护理后的满意度、ＳＡＳ评分、ＶＡＳ评分和住院时间。结果：观察组各项

遵医嘱行为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护理满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ＳＡＳ评分和 ＶＡＳ评分低

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此次运用规范化延续护理在

鼻内镜鼻窦术后护理中的效果分析，可以从多方面对护理干预的效率进行提升，对于患者的心理评

分也有着较好的提升，缓解并发症的发生率，住院时间也有所缩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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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到环境的影响，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

我国鼻腔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鼻窦炎是耳鼻喉科

常见的一种疾病，是由于患者鼻腔、鼻窦产生炎症，

此疾病发病原因多为遗传背景和环境因素
［１－２］。鼻

内镜手术对于鼻息肉、鼻窦炎的治疗效果非常有效，

目前已经成为了治疗此疾病的一项主要手段。鼻内

镜手术相对传统手术治疗能够通过鼻内镜直接对病

灶进行切除，创伤相对较小，对于鼻窦的结构可以进

行保留
［３－４］。但是患者在手术后会出现并发症，如

面部水肿、疼痛、口干等，一般情况下患者手术后 ３

个月水肿才会逐渐的进行消退，在术后恢复期间会

出现持续性的头痛、鼻塞、嗅觉减退、流涕等症状，对

于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睡眠的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

对于患者的心理健康也有副作用，会导致患者出现

抑郁、焦虑等情绪
［５－６］。因此在术后护理中对患者

的恢复期症状进行缓解、提升患者日常生活的质量

非常重要。延续护理是经过一系列干预措施，将院

内护理逐渐转向社区和家庭所提供的一种连续性的

护理干预。目前已经运用到了临床护理中的多方

面，此次研究运用规范化延续护理在鼻内镜鼻窦术

后护理中的效果分析，选取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２０２２年７

月我院收入的１２０例鼻内镜鼻窦手术患者为研究对

象，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２０２２年７月我

院收入的１２０例鼻内镜鼻窦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其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６０例。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平均年龄

（岁）

性别

（男／女）

病程

（年）

平均病程

（年）

观察组 ６０ ２１～６７岁 ４８．０４±４．１５ ３８／２２ ２０ｄ至１年 ０．７３±０．１７
对照组 ６０ ２０～６５岁 ４７．３０±４．１０ ３６／２４ １８ｄ至１年 ０．７７±０．２１
ｔ ０．７３２９ ０．６６３７ ０．６９０４ ０．６２１８ ０．７０２７
Ｐ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７７

１．２　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干预和出院指

导，在患者住院期间需对患者进行规范化的干预，在

患者出院是需要进行出院指导。观察组给予规范化

延续护理，由科室内选择一位资历较深的护理人员

建立延续护理登记本，需要登记患者的姓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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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入院日期、出院日期、家庭住址、出院诊断、联

系方式、复诊时间等。具体护理方法如下。（１）心理

护理：术后护理人员需要告知患者之后的护理计划

和注意事项，需要提升患者对于术后的恢复重视程

度，关注患者的情绪，若患者出现负面的情绪需要及

时对其进行相应的护理措施，心态能够对患者病情

起到很大的作用，护理人员需要利用专业的心理知

识给予患者正确的引导，并且指导患者如何宣泄自

身的情绪，在和患者沟通时需要和蔼、有耐心，使得

患者能够更加信任自己，对于患者的依从性有着较

好的改善。（２）疼痛护理：患者在术后会出现疼痛

感，并且在后期恢复期间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

感，护理人员可使用冷毛巾对患者进行冰敷，若患者

疼痛难以忍受可遵医嘱给予患者镇痛药物。（３）鼻

窦冲洗：患者术后５天可使用０．９％氯化钠溶液、地

塞米松、庆大霉素对患者的鼻腔和鼻窦进行冲洗，每

天冲洗２次，冲洗是为了将鼻窦腔中所堆积的分泌

物进行清除，使患者的鼻腔保持通常，缓解鼻粘膜水

肿、充血，使其更好的进行恢复，对于感染也有着很

好的预防作用，对于鼻窦的功能恢复也有着促进的

作用。冲洗时间可由鼻内分泌物和粘膜恢复情况进

行增减，若鼻腔内分泌物冲洗后明显减少或者已经

消失可以停止此次冲洗。（４）用药护理：鼻窦炎会导

致患者鼻腔内长期受到炎症的刺激，会导致粘膜细

胞和股指出现增生，细胞因子和炎性递质会逐渐增

加释放，患者在经过手术后的３个月内需要运用药

物如糖皮质激素喷鼻，若患者已出院护理人员需要

每周电话联系患者，提醒患者按时使用、坚持使用，

并且对使用的效果进行询问。在应用药物前需要告

知患者用药的时间、方法、剂量等。告知客户不可私

自更换药物。（５）术腔护理：患者手术过后３０ｄ每

一周需要进行一次鼻内镜下对囊泡、肉芽、术腔痂

皮，也可以根据患者术腔的具体情况１４ｄ清理一次，

对于术后粘连做好预防工作，如果患者鼻腔通气比

较好并且粘膜已经呈上皮化可以指导患者半年进行

一次复查。（６）出院指导：需告知患者出院后需要戒

烟、戒酒，避免使用刺激、辛辣的食物，提升自身的抵

抗力加强日常锻炼，不可大力触碰鼻部，擦鼻涕时要

小心需动作轻柔。

１．３　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护理后的遵医行为（坚持

服用药物、坚持鼻窦冲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

期复查）、并发症情况（上颌窦口狭窄、鼻腔粘连、框

内出血）、满意度、ＳＡＳ评分和ＶＡＳ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理后的遵医行为比较：观察组各项遵医

嘱行为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护理后的遵医行为比较（分，ｘ±ｓ）

组别 例数
坚持

服用药物

坚持

鼻窦冲洗

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定期复查 总分

对照组 ６０ ５．７２±１．４２６．５３±３．０４４．２２±１．５７５．６２±１．２５２２．０５±２．７４
观察组 ６０ ８．１４±１．０４８．９１±１．１６９．４３±０．５２９．１１±１．２４３７．８５±２．０８
ｔ １１．３２８４ １１．０６４２ １２．４２８４ １２．４０７２ １１．０４８２
Ｐ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９５

２．２　两组护理后的并发症情况比较：观察组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护理后的并发症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上颌窦口狭窄 鼻腔粘连 框内出血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６０ ２（３．３３） ８（１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２（２０．００）
观察组 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６）
ｔ ０．７４２９ ０．７７０４ ０．７１３２ ０．６４２９
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４２５

２．３　两组护理后的满意度、ＳＡＳ评分、ＶＡＳ评分比

较：观察组护理满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ＳＡＳ评分和 ＶＡＳ评分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护理后的满意度、ＳＡＳ评分、ＶＡＳ评分、

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评分

（分）

护理满意度

［例（％）］

ＳＡＳ评分

（分）

ＶＡＳ评分

（分）

住院时间

（ｄ）
对照组 ６０ ８５．２８±４．０４ ５２（８６．６６） ５０．０５±３．２５ ４．０８±１．１３ ７．９７±１．３２
观察组 ６０ ９６．７９±３．１３ ６０（１００．００） ４１．２３±３．０５ ２．７４±０．５４ ５．６１±１．０５
ｔ ０．６４９４ ０．６２３８ ０．７１０５ ０．７７５２ ０．７４１０
Ｐ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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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鼻内镜手术治疗鼻窦炎是早期疾病的治疗方

法，能够治愈鼻息肉、清除病变组织，但是手术后鼻

粘膜上次的再生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患者在手术后

需要接受长达６个月的相关护理、用药、复查，如果

手术后不能给予良好的护理干预有可能会导致疾病

复发并且引发并发症
［７］。有相关的研究表明术腔粘

连是影响术后疗效的影响重要的原因，延续护理能

够将院内护理向院外进行延伸，在患者出院后也能

够督促患者护理，对于患者出院后护理干预不足的

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
［８－９］。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各项遵医嘱行为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延续护理可有效提高患

者鼻窦炎相关知识，及自我保健意识，使其在日常生

活中能够遵守相关规范，按照规范接受治疗及进行

自我护理，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本研究中，观

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延续护理可有效减少并发症。延续

护理将院内护理延续至院外，延续至患者家中及日

常生活中，使其无时无刻都在享受护理，从而有效避

免并发症的发生
［１０－１１］。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满意

评分和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ＳＡＳ评分和 ＶＡＳ评

分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延续护理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

减少或消除其不良情绪，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

度。延续护理将院内护理延续至院外，可使患者享受

到真正的全程护理，病情快速缓解并痊愈，从而大幅减

轻了疼痛，不良情绪也随之减少或消失，住院时间也明

显缩短，护理满意度自然而然得到提高
［１２－１４］。

综上所述，此次运用规范化延续护理在鼻内镜

鼻窦术后护理中的效果分析，可以从多方面对护理

干预的效率进行提升，对于患者的心理评分也有着

较好的提升，缓解并发症的发生率，住院时间也有所

缩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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