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研究                                     2021 年 15 期                                     自我保健 

 ·232· 

在此次研究过程当中，对于对照组而言应用常规性的护理模式进行老年性白内障的护理。

对于观察组的患者而言在对照组基础之上应用手术护理相配合的方式，具体的护理内容可从

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以及心理护理工作，多数患者由于

对于手术以及疾病无法予以充分的了解，因此在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焦虑、紧张等诸多负面

情绪，会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由此，护理人员需要对老年性白内障患者的各类病理知识以

及在手术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讲解，由此使患者能够充分的对治疗的必要性予以

认知，使其心理负担得以降低。第二，需要对患者进行术前护理。在术前护理的护理工作开展

中，需要对患者的病情以及身体情况进行综合性的了解，保证手术能够顺利进行，需要提前向患

者告知手术所具有的流程以及各项注意事项，需要对麻醉方式，以及在术后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

各类不适应症进行讲解，防止患者存在紧张心理。在术前1～2天需要对患者手术的眼睛进行泪道

清洗工作。第三，开展术中护理，在手术过程当中需要对手术室的温度予以有效的控制，防止患

者由于寒冷而产生低体温应激的反应，患者在手术过程当中会由于紧张而出现焦虑等诸多不良情

绪，由此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安抚，以聊天等诸多方式使患者的注意力得以分散，帮

助患者取平卧位，并且对其手术眼睛进行有效的冲洗。同时，需要告知患者在手术过程当中使其

眼睛向上方望，防止出现眼球及头部随机转动的问题，由此防止出现角膜损伤，并且防止出现后

囊膜破裂情况，需要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血压以及其自身心理等诸多特征进行有效的观察，

需要帮助患者调整体位，使其能够保证身体舒适性，当手术完成之后需要为患者涂抹相应的抗生

素眼膏，同时需要应用无菌纱布对其进行包扎，当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之后，可将患者送回病房。

第四，开展手术后的护理工作。在手术后的1～2天需要对患者进行随访工作，对患者术后的眼睛

恢复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需要观察患者的眼睛是否存在疼痛、渗液、渗血等问题，需要叮嘱患

者禁止对其眼部部位进行触碰，同时需要使患者的饮食得到规范，防止出现剧烈运动。 

1.3 统计学分析 

在此次研究过程当中应用 spss24.00 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在研究过程当

中如若 P<0.05 则证明此次研究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此次研究过程当中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生存质量评分进行分析。其结果可由表 1

予以显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其生存质量的综合评分情况 

类别 对照组（n=56） 观察组（n=56） 

疗效 

无效 9 1 

有效 34 35 

显著效果 13 20 

生存质量评分 65.34±4.12 81.22±4.31 

3 讨论 

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会由于其病症原因而导致视力减退，而严重时将会使患者失明，而由

此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老年人的患者其年龄相对较大，对于相

应手术的基本的认识程度相对较低，有时会产生恐惧、紧张等诸多负面情绪，如若无法予以

有效的护理，在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晶体移位等诸多情况，并且会存在继发性青光眼等诸多负

面情况。因此，需要在患者的围手术期对其进行有效的护理配合，由此使得患者的手术效果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通过此次研究可以发现，观察组的疗效与对照组相比相对优质，并且观察

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与对照组相比相对较高。综上所述，在老年性白内障患者的治疗过程当中，

需要实施有效的手术护理配合，使治疗效率得以提升，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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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护理干预在急诊科输液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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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标准化护理干预在急诊科输液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样本对象：100 例前来我院急诊科输液室接受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均集中在 2020 年 8
月-2021 年 4 月期间；按照采取的护理模式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常规干预组和标准干预组，分别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和标准化护理干预，每组各 50 例，比较两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结果：

标准干预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要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患者，经过统计学分析可知 P＜0.05，即结果存在明显差异。结论：采用标准化护理干预对急诊科输液室内的患者进行护理能够

明显提高其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有利于降低护患纠纷事件的发生率，应用价值较高。 

【关键词】标准化护理干预；急诊科；输液室护理；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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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急诊科是各科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属于对外服务最为直接的窗口，每日

需要接待大量病情复杂、急骤的患者，因此该科室的护理工作更为复杂和繁重【1】。如果该科

室的护理人员的工作水平达不到相关的要求，则会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效果造成负面影

响，严重者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输液室是急诊科中的基础部门，其护理工作的质

量会直接体现出医院的水平和形象【2】。因此，必须提高急诊科输液室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以此提高患者的满意度、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取标准化护理干

预对前来我院急诊输液室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干预，以此分析该护理模式的效果和价值。下

文进行具体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样本对象：100 例前来我院急诊科输液室接受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均集中在

2020年8月-2021年4月期间；按照采取的护理模式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常规干预组和标准干预组，

分别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和标准化护理干预，每组各 50 例；常规干预组患者的年龄分布在 20-65

岁之间，平均（42.44±1.67）岁，男女比例为 22：28，标准干预组患者的年龄分布在 20-66 岁

之间，平均（42.64±1.63）岁，男女比例为 23：27，两组患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进

行分析。 

1.2 方法 

对常规干预组患者实施传统基础的护理干预，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干预组患者实施标准化

护理干预，具体内容为：①营造输液环境：放置一些杂志及健康宣传手册等供患者在输液时

进行翻阅；放置饮水机和一次性水杯方便患者饮水，在冬天提供热水袋、薄毯等保暖物品；

保洁人员要保持输液室内环境整洁和干净，护理人员要定期对室内进行通风和消毒，保持室

内的安静，以此为患者提供舒适的输液环境。②强化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医院要强化护理

人员的护理专业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定期组织其进行培训，以此提高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

上的预判能力等，降低工作中不良时间的发生率。③简化工作步骤和流程：简化输液工作的

操作流程，针对病情较为危重的患者要为其开通绿色通道；护理人员在对患者实施输液操作

前要认真仔细的对其姓名、疾病类型及输液药物的种类等进行核对，以此保证用药的安全性

④加强巡视工作：在患者的输液过程，护理人员要定时对输液室的情况进行查巡，观察输液

患者在此过程中是否出现不适、不良反应等情况，如果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联系主管医生并

协助采取急救措施。 

1.3 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制的护理工作评价问卷收集两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该问卷为百分

制，按照分值将满意程度分为三个梯度，即很满意、满意、一般满意，满意率=（很满意+满

意）/总患者数×100%。满意率越高代表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认可程度和满意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选择软件包 SPSS23.0，t 验证以（ sx ± ）为方式的计量数据，X2验证以[n(%)]

为方式的计数数据，统计学意义以 P<0.05 为判定标准，表明比较差异性显著。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 

标准干预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要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患者，经过统计学分析可

知 P＜0.05，即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详情见下列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n(%)] 

组别 n 很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率 

标准干预组 50 27（54.00） 22（44.00） 1（2.00） 49（98.00）

常规干预组 50 21（42.00） 20（40.00） 9（18.00） 41（82.00）

X2 -    7.1111 

P -    0.0076 

3 讨论 

患者在医院急诊科输液室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因药物等因素发生一系列的不

良反应，而急诊科输液室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代表着医院整体的医疗水平，因此有必要做

好输液室内的护理工作。近年来，护理理念跟随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着转变，标准化护理逐

渐被应用在临床工作，并且获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成果。标准化护理在传统护理模式的基础

上提高了护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其要求护理人员充分结合和参考患者的身心需求对其

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以此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取标准化护理干预对前来我院急诊输液室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干

预，以此分析该护理模式的效果和价值。根据临床结果显示：标准干预组患者对于护理工作

的满意率要明显高于常规干预组患者，经过统计学分析可知 P＜0.05，即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纵观上述，采用标准化护理干预对急诊科输液室内的患者进行护理能够明显提高其对于

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有利于降低护患纠纷事件的发生率，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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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个体化综合护理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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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个体化综合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60 例早期胃癌患者，均分为 A组（观察，30 例）及 B组（对照，30 例），对所有患者实行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并对 A组采取个体化综合护理，对 B组采取普通护模式，对比效果。结果：研究结果显示，A组与 B组差异显著（P＜0.05）。 A 组患者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对比于

护理前以及 B组的评分结果，显著下降；A组满意度为 96.67%，而 B组为 83.33%。结论：个体化综合护理模式是非常科学有效的护理模式，在接受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早期胃癌患者的护理工

作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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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疾病。临床上对于早期胃癌，可以采取手术进行治疗，其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但由于手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创伤性，因此需

要对接受手术的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工作[1]。本次研究将分析在此类患者的护理中，应用个体

化综合护理模式是否具有良好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本院 2020 年度接受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60 例均分为 A 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