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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探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盆底肌训练对肠造口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5月 -2023年3月间共计

40例肠造口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0名。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入

Snyder希望理论和盆底肌训练。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在护理之前，两组患

者的负面心理评分没有明显差异（P＞0.05）。经过两种不同模式干预下，实验组患者的 SDS和 SAS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要明显高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

著差异（P＜0.05）。实验组患者术后并发症（造口皮肤刺激性皮炎、机械性损伤、底盘渗漏）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对

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盆底肌训练能有效提高肠造口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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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nyder’s hope theory combined with 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 on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from May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plemented with Snyder hope theory and 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wo different modes of intervention, 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rrelation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rrelation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stomy skin irritant dermatitis, mechanical injury, 

chassis leaka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rrelation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nyder’s 

hope theory combined with 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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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造口术，也称为肠造瘘术，是一种常见的外科手术，主要用于治疗某些肠道疾病或损伤 [1]。尽管这种手术在医疗领域已经相当成

熟，但是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常常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些患者中，往往存在着盆底肌功能减弱、排便功能障碍等问题，导致他们面临着

日常生活和社会适应的巨大挑战 [2]。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Snyder希望理论和盆底肌训练逐渐被应用于肠造口患者的康复

治疗中 [3]。然而，目前关于这两种方法联合应用的研究还比较少，其效果尚不明确 [4-6]。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盆底

肌训练对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006 | MED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临床研究 | CLINICAL RESEARCH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5月 -2023年3月间在我院接受肠造口术的4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0名。实

验组男性11名，女性9名。年龄区间为24岁 -76岁，平均年龄

为（53.2±11.8） 岁。疾病类型包括直肠癌、 结肠癌等。对照

组男性12名，女性8名。年龄区间为26岁 -78岁，平均年龄为

（55.6±12.3）岁。疾病类型与实验组相同，包括直肠癌、结肠

癌等。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年龄≥18岁，首次接受肠造口术，无精神病史。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无法配合完成研究者。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定期更换造口袋、皮肤护理等；

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入 Snyder希望理论和盆底肌训练。

Snyder希望理论：（1）小组构建：团队包括护士长、专科主

管护师、造口师、主治医生和心理师。所有成员在 Snyder希望理

论的框架下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与患者有效沟通，以及如何实施心

理干预。团队定期开会，讨论遇到的问题，分享经验，并制定下一

步的策略。（2）术前护理阶段：目标是确保患者在手术前具备充分

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团队根据患者的需求和背景，制定详细的

教育计划，包括疾病知识和手术流程的介绍。信息以图片、短视频

或文献等多种形式传递。此外，团队邀请康复患者分享经验，增强

即将手术患者的信心和社会支持感。团队还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和

希望水平，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3）术后护理阶段：团队针对患

者希望达到的目标，如独立进行造口护理，设计逐步的培训计划。

患者先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在模型上实践，最后在护理人员指导下

尝试独立完成任务。团队成员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自

信。同时，指导患者调整生活习惯，如饮食和活动，以促进身体恢

复。（4）出院前护理阶段：在出院前，团队与患者进行深入讨论，

帮助他们为回家做好准备。这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造口管

理）和情绪管理策略。团队建议患者加入造口俱乐部，与相似经历

的人交流，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此外，团队与患者回顾整个治疗和

康复过程，鼓励他们积极面对未来，并制定长期目标和计划。

盆底肌训练：术后第2周，当患者基本恢复后，护理人员遵医

嘱开始为其进行盆底肌训练。训练前，护理人员会详细为患者解

释训练方法、注意事项，确保他们完全理解并能正确执行。在训

练过程中，专业护理人员会全程陪伴，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患者被指导如何在吸气时用力收缩肛门，使其保持10秒的紧缩状

态，并在呼气时放松。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练习，每天至少两次，

每次持续30秒。为了确保训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护理人员会根

据患者的实际身体状况来设定个性化的训练目标，并对每一次的

训练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三）观察指标

患者的负面心理情况：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

pression scale，SDS）、 焦 虑 自 评 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焦虑的情况。

生活质量评价参照美国医学研究所制定的评分标准，包括生

理功能、心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角色等指标。各维度得分为

0 ～ 100分，评分越高说明生活护理越高。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相关数据和信息资料以 SPSS20.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组间对应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用使用（x±s)、n（%）

表示，并用 t检验和卡方进行检验。在 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二、 结果

（一）实验组和对照组负面心理情况

在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的负面心理评分没有明显差异（P＞

0.05）。经过两种不同模式干预下，实验组患者的 SDS和 SAS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1.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 SDS和 SAS评分情况（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20 68.21±4.54 41.24±3.69 64.32±5.67 42.34±4.31

对照组 20 68.22±4.68 55.31±3.31 64.31±5.64 56.31±5.12

t 0.006 12.693 0.005 9.335

p 0.994 ＜0.001 0.995 ＜0.001

（二）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经过两种不同护理的模式干预下，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要明显高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2.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x±s)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情感职能 社会角色

实验组 20 89.64±2.32 89.31±2.59 88.57±2.97 93.54±2.32

对照组 20 73.62±2.15 73.19±2.64 72.15±2.67 79.31±2.65

t 22.650 19.492 18.386 18.068

p ＜0.001 ＜0.001 ＜0.001 ＜0.001

（三）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情况

经过两种不同护理的模式干预下，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3.

表 3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情况（n，%）

组别 例数
造口皮肤刺

激性皮炎
机械性损伤

底盘

渗漏
总体发生率

实验组 20 0 0 1 1（5.00）

对照组 20 2 1 3 6（30.00）

X2 4.329

p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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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盆底肌训

练对肠造口患者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在护理之前，两组患者

的负面心理评分没有明显差异（P＞0.05），但经过两种不同模

式干预下，实验组患者的 SDS和 S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相关

指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应用 Snyder希望理

论联合盆底肌训练有助于缓解肠造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其心

理健康水平。这可能与该方法能够增强患者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

感有关 [7-8]。在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可

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内心需求和期望，并帮助其树立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目标。这种个性化的护理方式可以让患者感受到被关注和

被理解，从而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些措施可以帮助患者更

好地适应术后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实验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要明显高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对比具有显

著差异（P＜0.05）。这进一步证实了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

盆底肌训练对肠造口患者的积极影响。通过个性化的护理和康复

训练，患者可以更好地适应术后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具体来

说，个性化的护理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定制化的

护理方案，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康复训练则可以帮助患

者恢复身体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包括盆底肌训练、运动康复、

营养指导等。此外，实验组患者术后并发症（造口皮肤刺激性皮

炎、机械性损伤、底盘渗漏）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相关指

标对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

联合盆底肌训练可以降低肠造口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其康复效果。这可能与该方法能够增强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和能

力有关 [9-10]。

综上所述，应用 Snyder希望理论联合盆底肌训练对肠造口患

者具有积极的影响，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生活质量和

术后康复效果。因此，该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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