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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胸乳途径腔镜下甲状腺病人术后的心理护理
陈 静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目的：研究经胸乳途径腔镜下甲状腺疾病病人术后的心理护理。方法：本研究共纳入 52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纳入
时间均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将其分为观察组（n=25）及对照组（n=27），为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为观察组提供心
理护理，针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SAS、SDS）评分、满意度进行观察比较。结果：观察组的 SAS、SDS 评分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心理护理可以改善甲状腺疾
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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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多，该疾病在临床中较
为常见。随着甲状腺结节的不断扩大及恶化，患者容易产生多
种不良情绪，比如焦虑、多愁善感、抑郁、烦躁等等 [1]。当患者接
受胸乳途径腔镜手术之后，由于身体的不适感，再加上自身因素
的影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所加剧。因此，对经胸乳途径
腔镜下甲状腺疾病病人施以良好的心理护理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围绕经胸乳途径腔镜下甲状腺病人术后的心理护理展开探
讨，现行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52 例甲状腺患者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

组，其中对照组 27 例，男∶女为 15 ∶ 12 ；年龄 26~53 岁，平
均（51.48±5.33）岁；观察组 25 例，男∶女为 14 ∶ 11 ；年龄
25~55	岁，平均（51.50±5.2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对比
原则保持一致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值得研究。
1.2 方法
为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为观察组提供心理护理，具体如

下：（1）对于接受胸乳途径腔镜手术后过度焦虑的患者，护理
人员采取了心理暗示主动干预的方式，与此类患者进行倾心交
谈，鼓励患者提出内心的疑虑，并为患者提供正确且耐心的解
答，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 [2]。同时，护理人员为经胸乳途径腔镜
下甲状腺病人介绍成功案例，告知病人大多数患者在手术之后
同样会出现忧伤情绪，但他们逐渐走出消极情绪的困境，疾病都
得了有效消除，目前已恢复正常的生活及工作，在心理暗示的作
用下，使患者了解正确应对术后恢复的重要性，从而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进行术后康复护理 [3]。（2）如果经胸乳途径腔镜下甲
状腺疾病病人在术后存在恐惧倾向，护理人员进行重点干预，要
求病人家属的悉心照顾与全天陪伴，使患者获得感情的宣泄口，
并询问患者病房内湿度、温度是否适宜，及时调整。（3）经胸乳
途径腔镜下甲状腺疾病病人在术后可能会出现疼痛感，护理人
员为患者阐明为何出现疼痛感，告知患者如何缓解疼痛感，并为
患者提供一定的精神鼓励，使患者可以感受到自身的关心，及时
针对其生命体征指标进行观察，一旦发生异常，及时进行对症干
预。
1.3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SAS、SDS）评分、满

意度进行观察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均纳入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中做进一步处理,计数资料应用(%)的形式表示,采用χ²检验,
均数±表示（ cc	±s）, 用 t 检验 ,(P<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的
意义。

2 结果
2.1 针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SAS和SDS评分进行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分， cc	±s）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25） 45.26±6.13 29.04±5.95 43.24±5.65 21.82±4.67
对照组（n=27） 44.85±6.89 38.39±5.66 43.91±5.21 27.68±4.71

t 0.226 5.807 0.445 4.501
P 0.822 0.000 0.658 0.000

2.2 针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n=25） 12（48.00） 6（24.00） 5（20.00） 2（8.00） 23（92.00）

对照组
（n=27） 5（18.52） 7（25.93） 3（11.11） 12（44.44） 15（55.56）

χ2 - - - - 8.763
P - - - - 0.003

3 讨论
甲状腺疾病是临床中十分普遍的疾病之一，甲状腺疾病患

者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均依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而定，例如
该患者的甲状腺结节较大，那么周围组织处于长期被压迫的状
况，因此会产生种种压迫症状，比如无法正常吞咽或呼吸、声音
沙哑、压气感等。而甲状腺结节进化成高功能腺瘤时，患者的主
要临床表现为甲状腺功能亢进，比如心悸、失眠多梦、情绪不稳
定、手抖、体重下降等。此外，如果患者的结节为恶性，一旦开始
转移，有很大概率出现胸胀痛、头痛头晕、骨痛等症状 [4]。在目
前的临床中，通常让患者接受经胸乳途径腔镜手术的治疗方式，
胸乳途径腔镜手术操作简单，不会为患者带来较大创口，对患者
疾病的恢复具有积极意义。但有些患者在术后容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消极情绪，不利于患者术后康复 [5]。因此，应对经胸乳途
径腔镜术后的甲状腺疾病患者进行心理护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SAS、SDS 评分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在心理护理的作用下，甲状腺疾
病患者逐渐走出焦虑抑郁情绪的困境，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来面对术后康复；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心理护理具有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
的作用。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可以帮助甲状腺患者摒弃消极情绪，获
得感情的宣泄口，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术后康复，使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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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动，自觉地改正自己的生活陋习，有助于患者落实护理计
划，提高患者健康行为出现的频率。
综上，研究结果显示，将健康管理应用于出血性脑卒中患者

延伸护理中，观察组患者依从性、健康管理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健康管理有助于提升患者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改善生活
质量，加速患者预后恢复的速度，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评分
及依从性皆有所提高，值得在临床应用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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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开展且顺利完成后，直接发现观察组具有更为优秀的护理
效果，与常规对照组相比，P<0.05。
综上，针对进行血液透析患者护理方式上，采取预见性护理

干预措施，既能够有效提高预期护理效果，还能显著改善内瘘针
脱落等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几率，从而改善护理质量，更好的保证
患者的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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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实验分析情况可以看出，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应

用优质护理服务有极高价值，适宜在临床上继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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