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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郭 双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实施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的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在 2021 年 1 月

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同年 12 月，将研究时间段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8 例 SAP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数字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对半分为对照组、实验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

加强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负

面情绪和生活质量评分较为接近（P＞0.05），经过护理后，评分均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对照组改善程度显

著差于实验组（P＜0.05）。结论 心理护理实施在 SAP 患者中的效果较好，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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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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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re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Methods The study officially began in January 2021, and the deadline was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and 68 SAP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numerical random grouping was used to divide them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rengthened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is basis, comparing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nursing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egativ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fore the two groups 
were relatively similar (P>0.05), and after care, the scores were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re has a good effect in SAP patients and is worth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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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是急性胰腺炎的特殊类型，常见的病因为

不良生活习惯、胆道结石疾病等，临床表现为腹痛、

恶心呕吐、消化道出血等，病程发展较快、并发症

多，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因此，在生活中出现了疑

似 SAP 的临床症状时，不能对其进行忽视，需及时

进行检查，对疾病起到防治作用[1]。现目前，SAP
多采用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但疾病的总死亡率依

旧有 17%之高，大多数患者在治疗期间存在焦虑、

等相关负面情绪，容易对患者的治疗效果造成影响，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

的负面情绪，因此临床通常会在患者治疗期间对其

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将我院此时间段内收治的 68 例 SAP 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数字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

（n=34）和实验组（n=34）。对照组中有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3 例，患者年龄最小为 23 岁，年龄

最大为 56 岁，平均（36.13±5.61）岁；实验组分别

包括男、女患者各 22 例、12 例，患者年龄区间为 22
岁至 54 岁，平均（36.11±5.60）岁。将两组患者基

础信息进行比对后，未发现组间存在较大差异（P＞
0.05），本次研究具有开展价值。注：所有患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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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式开始前均已通过语言叙述、文字展示等方

式了解本次研究具体内容，并表示愿意参与配合本

次研究，所有患者均已签订研究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1）18 周岁以上患者；（2）无交

流障碍，能与护理人员进行正常交流患者。 
排除标准：（1）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2）

精神状态异常，无法参与本次研究患者。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本组患者实施常规的护理：①健康宣教：大

部分患者对 SAP 的认知程度较为片面，因此护理人

员需告知患者 SAP 的发生原因，治疗方式，提升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以及治疗过程中的自我防护能

力。②病房管理：在患者治疗期间做好患者的病房

管理，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居住条件，定期开窗通风，

并保证室内干净卫生，在患者休息期间，需要将病

房内的温湿度以及光线调整至患者最适宜的状态。

③饮食护理：护理人员需做好患者的饮食规划，对

于无法正常进食患者，护理人员需利用中心静脉对

患者实施肠外营养支持，肠外营养支持 5 天后改为

肠内营养。 
（2）实验组 
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使用心理护理：①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是心理护理取得成效的基础条件。因

此，患者办理入院后，护理人员需带其了解医院、

病房的环境，缓解患者的陌生感，同时拉近医患距

离。在日常工作中需要亲切微笑，仪表需要整洁端

庄，在于患者接触过程中需要保持美好的心境，潜

移默化的感染患者情绪。②许多患者在入院后因为

临床症状或担心经费等种种原因，使内心产生不安、

紧张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治疗效果及其生活质量水平，因此护理人

员需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建立

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辅助降低患者内心的负面情

绪。在患者治疗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对治疗效果进

行肯定，并且多询问患者的感受，了解其最真实的

想法，若患者存在相关疑问，需积极为其解答。③护

理人员私下需加强与患者家属间的交流，嘱咐其家

属多鼓励、支持患者的治疗，尊重患者，尽量满足

患者治疗期间的合理需求[2] 。④当患者病情进入稳

定期后，其身体会开始呈现恢复状态，患者容易出

现期望值高于恢复情况的现象，此现象在预后较差

患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旦身体恢复程度达不

到理想效果，患者就容易表现出不耐烦等相关负面

情绪，对患者的恢复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护

理人员需要加强患者疾病稳定期的心理干预，降低

患者的顾虑，帮助其树立治疗自信心，可以为患者

讲述一些疾病痊愈案例，或邀请痊愈患者现身说法，

鼓励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治疗心态，坚定战胜疾病

的信心。若依旧无法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可使用

看视频、听音乐等方式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评分参考 SF-36 量表，满分为百分制，分数越高则

代表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好，反之分数越低，则代

表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低[3]。（2）观察患者护理前

后的负面情绪改善情况；评分参照 SAS、SDS 量表，

满分为百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患者负面情绪越重，

反之分数越低则代表患者负面情绪越弱[4]。 
1.4 统计学方法 
把取得的正确数据带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

进行计算，计量资料用作（ x±s）表示，待 t 检验，

组间数据存在差异则用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

价值。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前后的 SF-36 评分差异 
根据表 1 所示数据可知，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F-36 评分相似度较高（P＞0.05），经过护理后，

两组评分均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实验组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前后的 SF-36 评分（ x ±s，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34 48.97±5.64 79.88±6.11 

对照组 34 49.00±5.67 65.39±7.08 

t  0.022 9.035 

P  0.98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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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情况 
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评分为（58.33±6.23）

分，实验组为（58.29±6.38）分，组间数据较为接

近（P＞0.05）（t=0.026，P=0.979）；对照组护理

后评分为（46.36 ±7.69 ）分，显著高于实验组

（30.60 ±4.56 ）分，（P ＜0.05 ）（t=10.279 ，

P=0.000）。 
对照组、实验组护理前的 SDS 评分分别为

（57.38 ±4.25 ）分、（57.59 ±4.19 ）分，（P ＞

0.05）（t=0.205，P=0.838）；对照组护理后评分为

（43.36±5.21）分，明显高于实验组（32.00±5.24）
分，（P＜0.05）（t=8.964，P=0.000）。 

3 讨论 
SAP 是一种常见的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急腹

症，同时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危急重症之一，患病

后，常表现出代谢紊乱和营养障碍等，导致治疗难

度加大，且疾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若患者未及时

进行治疗，会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5]。SAP 患者治

疗期间的情绪状态会对治疗效果起到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患者受到临床症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及其

容易出现烦躁、不安等相关负面情绪，因此通常会

在患者治疗期间对其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 
常规的护理模式涉及到的护理范围较窄，护理

内容较为固定、死板，无法较好的结合患者实际心

理情况及需求对工作内容进行转变，护理灵活度较

低，因此带给患者的护理体验感以及负面情绪改善

效果不佳[6]。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以及

健康意识的提升，大众都开始重视身心护理，因此

心理护理也越来越受到患者以及临床医学的重视[7]。

心理护理讲究“以人为本”，将患者的身心健康作

为护理的重点工作，开展心理护理能够满足护理的

质量，以及患者对安全和爱与归属的需求，同时，

心理护理也是促进患者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能够有效促进患者产生积极正向情绪[8]。当患者保

持积极心理状态以及树立治疗自信心后，才能更好

的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及治疗效果。根据本次

研究所得结果可知，在 SAP 患者治疗期间在对其实

施常规护理的同时，加强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

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辅助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水平。 
综上所述，对 SAP 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可以对其

负面情绪起到缓解作用，还能有效的提升其生活质

量，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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