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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窥镜手术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护理体会

王文娟

淄博 148 医院，山东 淄博 255300

【摘要】 目的 分析鼻内窥镜手术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护理体会。方法 选取慢性鼻窦炎患者

5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效

果。结果 观察组护理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鼻内窥镜手术为临床治疗鼻窦炎的主要

方式，在患者经历手术后，应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操作，保证患者护理基础的同时，加强患

者安全性的监控，使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护理质量，在完善护理细节的同时，把控护理过程中的风险

因素，值得在临床进行阶段性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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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窦炎为耳鼻喉科常见疾病，患者一般

用手术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传统手术一般采

用上颌窦鼻内开窗术，因临床对其进行针对性的

分析可发现，该治疗方式疗效果较差，并且在手术

后患者复发率较高，目前已经在临床使用上得到

限制［1］。而采用新型治疗方式治疗患者疾病，可

以取得更优质的临床效果。鼻内窥镜手术可以帮

助患者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具

有视野清晰、操作简单、并发症少等优点［2-3］。因

此，临床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期间，还应不断分析患

者临床资料，对患者采取优质的临床治疗，提高患

者治疗效果的同时，提高患者护理质量，符合医院

在该领域的临床护理方向。在进行护理制度建设

期间，应不断分析护理细节，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进行针对性护理，可提高患者护理依从性，符合医

院在该领域的发展标准［4］。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慢性鼻窦炎患者 5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 25 例。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12∶13，平

均年龄为（49．51±2．66）岁；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11∶14，平均年龄为（47．21±3．54）岁。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大（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①病情

监测：在患者入院前，应指导患者完成各项检查，

了解患者具体情况，对患者采取针对性的临床干

预措施。②手术前指导：在患者进行手术前，应对

患者进行术前指导，告知患者手术过程中的相应

体位变化以及呼吸方式，保证手术顺利进行。③

手术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在患者手术期间，安全

成为困扰患者手术质量的主要难题，此时，应通

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完成对各项指标的监控，

保证患者手术安全。④手术后预后指导：手术后

应从生理、心理等多重方面对患者进行康复指

导，指导患者养成自我护理的良好习惯，加强患

者护理体系建设［5-6］。

1．2．2  观察组 观察组进行护理干预，在患者

手术期间，应以手术时间为根本方向，对患者进

行针对性护理：①术前指导：在患者手术前，不仅

要对患者进行常规指导，还应在患者入院后向患

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医院内的环境以及医生、护

理人员的个人资料，告知患者临床在该领域的护

理专业性。在进行讲解期间，还应告知患者疾病发

展原因以及治疗方式［7］。如果患者存在并发症，

还应对并发症进行根本性的诊断，为患者讲解手

术治疗的必要性以及手术效果。不仅可以改善患

者刚入院后的负面情绪，还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保证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依从性。

在患者进行护理期间，可能会担心手术效果，此时

应给患者展示手术成功的数据，告知患者我院在

该领域手术的成功性，给患者心理疏导的同时，

使患者保持良好的信心对待临床手术。在患者手

术前，指导患者进行各项常规检查，并对患者进行

抗生素干预，避免患者感染。在手术前，帮助患者

清洁皮肤，做好手术前的准备，进行肠胃治疗干

预，排空大小便，保证手术顺利进行［8］。②手术

中干预：手术中应帮助患者摆放合理体位，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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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内的温度，避免患者着凉，监控患者临床生命

体征，保证患者手术安全。③手术后护理：在患者

手术后，应指导患者针对性的体位干预，通过监

测患者生命指标，避免患者出现鼻腔渗血等不良

情况，帮助患者清理口腔内的分泌物，避免分泌

物进入患者呼吸道，造成呼吸道堵塞。观测患者

的机体反应，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应及时通知医

生。如果患者在手术工作结束后出现高血压等临

床症状，应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工作。采用生理盐

水清洁患者口腔，在患者可以正常饮食后，可以

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鼓励患者多饮水，根据患

者的个人喜好，指导患者进食营养含量较高的物

质，并为患者打造优质的临床住院环境［9］。④出

院指导：在患者出院后，应正确冲洗鼻腔，避免

粘连，出院后一个月内避免患者进行体力劳动，

避免鼻部出现碰撞。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临床预

后干预的注意事项，并保留患者及其家属的联系

方式，监督患者定期复诊，保证患者出院后的质

量［10-11］。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应及时指导患者来

到医院进行治疗，保证患者预后安全［12-13］。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

量评分、手术指标以及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结果由 SPSS26．0 统

计学软件统计完成，若组间数据对比结果差异显

著，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护理质

量评分要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手术指标 观察组手术指标优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 干预后，观察组生活

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质量评分（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态度 心理疏导 管理措施 操作水平

对照组 25 73．48±6．94 71．24±8．28 70．94±8．64 70．25±5．84

观察组 25 86．41±6．89 84．36±8．06 81．84±8．61 86．94±5．47

t -8．362 -7．181 -5．652 -13．192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对比两组手术指标（ ±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排气时间（h） 住院时间（h） 下床活动时间（d） 术中出血量（mL）

对照组 25 56．39±5．27 19．34±2．14 7．01±1．02 35．18±2．84 61．36±3．09

观察组 25 32．94±3．04 10．67±2．09 3．16±1．32 24．63±2．74 34．94±3．41

t 19．272 14．492 11．540 13．367 28．706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25 8（32．00） 11（44．00） 6（24．00） 19（76．00）

观察组 25 13（52．00） 11（44．00） 1（4．00） 24（96．00）

χ2 4．152

P <0．05

表 4 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s，分）

SF-36 评价时间 对照组（n=25） 观察组（n=25） t P

生理功能
干预前 61．47±8．86 61．44±8．58 0．017 0．986

干预后 69．63±7．68 78．89±8．78 -5．613 <0．001

生理职能
干预前 62．68±6．89 62．47±7．04 0．151 0．88

干预后 72．36±7．07 80．77±7．56 -5．745 <0．001

躯体疼痛
干预前 74．75±9．37 74．73±9．14 0．011 0．991

干预后 79．45±9．47 86．48±7．36 -4．145 <0．001

总体健康
干预前 61．92±10．95 62．14±11．24 -0．099 0．921

干预后 67．43±11．47 76．27±11．75 -3．80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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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SF-36 评价时间 对照组（n=25） 观察组（n=25） t P

生命活力
干预前 66．47±8．59 66．15±8．96 0．182 0．856

干预后 74．75±8．14 82．78±9．14 -4．639 <0．001

社会功能
干预前 63．47±10．01 63．08±10．17 0．193 0．847

干预后 70．40±9．74 79．78±10．13 -4．72 <0．001

情感职能
干预前 69．18±4．44 70．01±4．15 -0．966 0．336

干预后 79．41±5．78 86．54±5．56 -6．286 <0．001

精神健康
干预前 72．39±8．75 71．93±8．41 0．268 0．789

干预后 80．33±8．67 88．46±8．04 -4．862 <0．001

3  讨  论

慢性鼻窦炎被誉为临床耳鼻喉疾病杀手，在

患者治疗期间会具有较高的患病率，临床一般采

用手术进行治疗。然而，在进行手术治疗后，还应

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措施，加强对患

者护理质量的管理，完善患者临床护理质量，符合

医院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进行护理期间，应统

计患者具体是否存在并发症，保证患者临床护理

安全，加强护理细节的把控，避免护理风险。常规

护理难以维持优质的护理治疗，因此，临床通过加

强对患者并发症以及细节的护理，采用心理以及

生理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患者护理效果，符合我院

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在临床还应不断对患者个

体资料进行分析，配合医生进行检查，保证患者的

预后质量。

综上所述，鼻内窥镜手术为临床治疗鼻窦炎

的主要方式，在患者经历手术后，应对患者进行有

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操作，保证患者护理基础的同

时，加强患者安全性的监控，使患者具有较高的临

床护理质量，在完善护理细节的同时，把控护理过

程中的风险因素，值得在临床进行阶段性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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