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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对接护理在急性消化内镜护理中的效果及对身心

应激反应的影响分析
黄玲 洪海燕通讯作者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目的：分析无缝隙对接护理在急性消化内镜护理中的效果及对身心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 2023.12

月-2024.6 内收治的 80 例患者，将所有分配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分别接受常规护理和无缝隙对

接护理，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收集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身心应激反应缓解明显，治疗用时更短、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与对照组相比优势明显（P＜0.05）。结论：对消化内镜患者采用无缝隙对接护

理，可根据患者的病症特点、情绪状态和认知水平，在诊疗前、诊疗中、诊疗后辅以相应的护理措施，可以显著

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和护理满意度，使患者的护理安全性和诊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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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方式的改变以
及年轻人保健意识的淡薄，各种消化系统疾病发病率明
显提高。急性消化内镜检查在诊断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现阶段针对多种消化道疾病
多采用消化内镜进行诊断，检查结果也成为制定治疗方
案的重要参考数据。但消化内镜作为侵入性诊治手段，
常常会在应用过程中给患者带来不适感，对患者的情绪
状态和治疗体验造成不利影响，让整体治疗效果也受到
一定程度的干扰。因此，提升急性消化内镜检查的护理
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无缝隙对接护理坚持“以患者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在降低护理风险、提高护理质量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本次入选的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分
析，评估无缝隙对接护理的临床实践效果，并做如下报
道：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患者纳入开始与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6月，患者均接受急性消化内镜检查，并随机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40人中男女各 20 例，年龄27~66
岁，平均（51.06±2.27）。观察对照组 40 人中男女各
21、19例，年龄 28~65 岁，平均（51.07±2.19）。两组
消化内镜患者的基线资料，均无任何明显的差异（P＞
0.05），可以用于对比研究。本次实验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已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为患者讲解相关注意及配合
事项，监测生命体征等[1-2]。

观察组接受无缝隙对接护理：（1）诊疗前护理：护
理人员先了解患者的疾病认知和理解程度，向患者详细
讲解消化内镜诊治的优势、操作流程、注意事项，以此
提高患者的相关认知水平[3-4]。同时依据患者的情绪

状态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从而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和
焦虑情绪，进一步增强患者的护理依从性。（2）诊疗中
护理：认真核对患者的相关信息后将其送入手术室，并
帮助患者取正确体位。术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身体反
应，及时发现问题并配合医生进行处理。（3）诊疗后护
理：完成手术后对患者术后的引流情况和体征变化进行
观察，并将手术成功的消息告知给患者，将患者平稳安
全送回病房[5-6]。同时给予抗生素药物、张贴警示标
识、增加病床防护栏、保温干预与导管护理等措施，防
止各类并发症问题的发生。再根据患者的病症特点给予
个性化的饮食指导，促进患者尽快改善机体免疫力，以
改善身体状况加快康复速度[7-8]。（4）出院前护理：
患者出院前根据其病情进行护理指导，并制定定时随访
计划，通过电话沟通了解患者的近期恢复状况，为其提
供专业指导。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身心应激反应评分，和诊治
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的各项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
析，有 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x±s）
和（％）标识效果，经 t/X2 检验。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诊治时间缩短明显，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降低，患者满意度有显著提高，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治疗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诊治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40 26.57±3.58 2.50（1/40） 97.50（39/40）
对照组 40 43.59±4.21 10.00（4/40） 85.00（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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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2 - 12.528 10.136 15.134
P - 0.001 0.005 0.005

2.2 患者护理前后身心应激反应评分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身心应激反应评分低于对照组，
数据差异体现统计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前后身心应激反应评分（x±s）

3 讨论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内窥镜检查已成为诊断

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内窥镜检查

过程中的护理质量直接影响患者的舒适度、检查的成功

率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急性消化内镜护理涉及多个环节，

包括术前准备、检查过程中的监测护理、术后的观察护

理[9-10]。无缝隙对接护理是近年来新型的护理干预模

式，将护理内容贯穿于整个消化内镜诊治流程，护理过

程中强调从患者入院至出院的全过程，充分站在患者角

度思考问题，以提高患者的护理体验，最大限度缓解患

者生理及心理上的不适感。

本次分析结果显示，观察组运用无缝隙对接护理后，

患者完成内镜诊治时间明显缩短，在预防并发症方面也

有较好的效果。分析原因在于，在术前准备阶段护理人

员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解释检查的目的、过程、可能

的风险，确保患者充分理解并配合诊治过程。同时，护

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必要的评估，提供必要的舒适性支持，

以缓解患者的身心应激反应，进而获得患者更高的护理

满意度。这说明，无缝隙对接护理不仅能够提高内镜检

查的成功率，还能有效收获患者更高的护理认可度。

综上所述，将无缝隙对接护理应用于消化内镜患者

的护理工作中，在缓解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增

强护理安全性、缩短诊治时间和加快康复进度方面效果

显著，使患者的病症问题及早解决，令患者的身体状况

尽快好转，为消化内镜患者的早日出院起到促进作用，

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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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n=40）

SAS评分（分） SDS评分（分） HR（次/min） RR（次/min） MAP（mmHg）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9.05+2.0
3

39.12+0.8
3

47.36+0.7
5

38.02+2.0
1

74.68 ±
8.89

80.34 ±
7.58

22.69 ±
2.11

14.32 ±
2.53

80.45 ±
5.48

82.34 ±
4.07

对照组 49.06+1.1
6

43.27+0.2
5

47.79+1.1
6

43.15+1.2
5

74.62 ±
7.65

88.48 ±
9.47

22.53 ±
2.08

18.48 ±
2.62

80.44 ±
5.39

86.32 ±
4.03

t 0.232 5.854 0.274 3.752 0.237 15.005 0.246 25.540 0.041 10.069
p 0.000 0.005 0.000 0.005 0.000 0.005 0.000 0.005 0.00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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