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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与遵医行为情况更理想，
可见临床路径效果好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确诊妊娠期糖尿病后还需在治疗期间
实施临床护理路径，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
与遵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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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护理干预在普外科临床护理的应用效果
分析
王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目的：观察细节化护理干预在普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的 120 例患者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各60例。研究组给予细节化护理干预，参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研究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参照组，VAS 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参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

病情好转率高于参照组，P＜ 0.05。结论：对普外科患者临床护理实施细节化护理干预后的护理效果显著，可明显提高护理质量、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减轻患者疼痛程度，促进病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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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主要包括肝脏、胃肠、肛肠、疝、腹壁、
胆道、胰腺以及外伤等临床学科，属于外科最大的学
科 [1]。普外科患者通常病种繁多且病因复杂，在治疗
过程中患者时常出现焦虑、紧张等多种不良心理情绪，
很容易造成术后出现感染及疼痛的情况，引发患者及
家属的不满。细节化护理干预是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
行护理，是在护理服务上的一种创新，在采用细节化
护理方式进行干预的基础上，应将患者作为主体，坚
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优化服务质量。在工作中应
具有优质的服务态度，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使其感
受到温暖。当和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时，护理人员
对治疗结果及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详细讲
解，以获取患者的理解与配合。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的 12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各60例。
研究组男32例，女28例；平均年龄（45.35±7.05）岁。
参照组男25例，女35例；平均年龄（45.45±7.36）岁。
患者因胃肠、阑尾炎、胆囊等不同疾病实施手术，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具
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者临床资料完整；患者知晓本研究
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精神障碍者。

1.2  方法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
研究组实施细节化护理干预。（1）心理护理：

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满足病人的合理需要，帮助患
者缓解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消通过沟通转移患者
注意力，减轻患者疼痛感；多给患者讲解治疗成功的
案例，给予患者信心，提高其适应能力和依从性。（2）
环境护理：每天为患者床铺进行整理并清洁，保持病
区安静包括（说话轻、走路轻、操作轻、关门轻等）
保持病房通风良好，温度、湿度、光线适宜 [2]，给患
者营造安全、舒适、整洁、 安静的环境。（3）饮食护理：
根据患者情况定制相应的饮食计划，少食多餐。部分
术后患者需卧床，要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防止出现
便秘的情况，营养搭配合理化 [3]。（4）疼痛护理：根
据患者术后疼痛反应，适当给予镇痛药物，并指导患
者镇痛方法。可以与患者聊天，分散其注意力，帮助
患者缓解疼痛 [4]。（5）护理过程细节化：护理过程中
要观察细致敏锐，关注患者情绪变化，并在患者的表
现上得到信息。着重分析患者手势、表情、眼神等变化，
从细节入手，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多元
化满足患者需求，缓解患者心理情绪，并给予患者鼓
励及信心 [5]。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质量（基础护理、病房护理、
危重症护理、综合护理），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不满意），VAS 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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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研 究 组 基 础 护 理（92.45±3.20） 分， 病 房 护
理（94.35±2.76） 分， 危 重 症 护 理（93.22±3.68）
分，综合护理（93.66±2.17）分。参照组基础护理
（79.82±3.57）分，病房护理（78.28±2.15）分，危
重症护理（75.92±3.07）分，综合护理（78.56±3.01）分。
研究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均优于参照组，P ＜ 0.05 。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非常满意36例，满意23例，不满意为1例，
总满意 59 例（98.33%）。参照组非常满意 17 例，满
意 32 例，不满意 11 例，总满意为 49 例（81.67%）。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优于参照组，P ＜ 0.05。

2.3  两组 VAS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研究组患者护理前的 VAS 疼痛评分、生活质量
评分为（3.54±1.23）分、（55.30±2.47）分，护理
后的VAS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为（2.23±0.21）分、

（89.64±7.78）分；参照组患者护理前的VAS疼痛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为（3.65±1.21）分、（56.26±2.52）分，
护理后的VAS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为（3.43±0.38）
分、（70.46±1.69）分。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2.4  两组患者病情好转情况比较

研究组康复34例，基本康复23例，治疗无效3例，
总好转 57 例（95.00%）。参照组康复 21 例，基本康
复 24 例，治疗无效 15 例，总好转 45 例 (75.00%)。研
究组患者病情好转情况优于参照组，P ＜ 0.05 。

3 讨论
细节化护理是保证护理安全、提高服务质量与

患者满意度、提升护理诚信度的先决条件。临床护理
工作平凡、琐碎、繁杂，且均是些细小反复的工作，
有一点疏忽轻者引起医疗纠纷，重者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 [6]。但仅靠扩大医院规模和提高技术设备是远远不
够的，需提高、细化护理服务。在普外科开展优质护
理服务工作中，认真做好每个护理细节，对于住院患
者提供适时必要的帮助，能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
关怀；对护理人员来说，养成良好的细节意识，能更

好地为患者的身心健康做贡献，有效避免医患矛盾，
实现优质、高效、全面的护理服务。

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 以病
人利益为中心， 注重人性化服务，才能提高护理质量；
重视护理过程的细节化，从患者身上的细节变化及时
发现患者发病的根源，将患者的生命风险降至最低，
提高患者的身体质量 [7~9]。同时，护理人员要不断提
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在掌握专业护理
知识和 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强化对护理心理学、社会
学和人文学等知识的学习，保证细节化护理干预的有
效落实，提高护理质量和技能。

细节化护理干预，通过更具导向、凝聚、协调、
激励、规范、同化、稳定”等措施，护理中重视精神关怀，
对患者礼貌接近，促进护士团队中护士的优势互补，
提升其耐心、细心工作态度，实现以优质护理服务患
者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普外科患者实施细节化护理干预，
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减轻
患者疼痛程度，促进患者较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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