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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渗透人文关怀理念的效果评价 

杨 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目的 观察人文关怀理念渗透于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本次试验研究对象是来我院门诊接受治疗的 82例患
者，研究时段为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10月，经电脑随机法将其分为两组，各 41例，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采取人文关怀
护患沟通护理与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对比，差异性不明显（P＞0.05）；干预后，观察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与对照组 78.04%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 95.12%的护理满意度更高，对比数据，差异性显著（P<0.05）。结论 将人文
关怀理念渗透于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能够保证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加快疾病恢复速度，充分体现出门诊实施的
优质服务，有临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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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门诊是非常重要的服务窗口，患者对医院的整
体印象会受到护理质量的影响，护理人员在门诊护理中，应
与患者保持流畅沟通，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保证落实护理
服务。近几年，在护理中开始提出人文关怀理念，护理原则
为人文关怀，给予患者科学化、个性化及人性化的护理，有
效提高护理满意度。本课题主要对人文关怀理念渗透于门诊
护患沟通护理中的效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试验研究对象是来我院门诊接受治疗的 82 例患者，
研究时段为 2018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经电脑随机法将其
分为两组，所有患者均符合诊断标准，观察组 41 例，男性、
女性各 21、20 例，年龄值介入 13-68 岁，均值年龄为（40.78

±2.51）岁；对照组 41 例，男性、女性各 21、20 例，年龄
值介入 15-67 岁，均值年龄为（41.57±2.44）岁，一般资料
对比，无显著差异性（P＞0.05）。 

1.2 方法 

①常规护理应用于对照组，包括基本指导、环境护理。
②人文关怀护患沟通护理应用于观察组。首先，强化护理职
业道德素养，职业道德的概念是关于心灵及思想，在护理过
程中的表现为耐心回答患者及家属的问题，并用心展开护理
服务，以良好的态度与患者交流，消除患者的紧张抑郁情绪，
通过专业的职业道德素养，积极投入到护理工作中。其次，
培养护理人员的整体素养。采用不同的形式给予护理人员培
训，主要包括礼仪及工作规范，告知其在护理工作中应使用
文明礼貌用语。第三，创建良好的就医环境。护理人员应着
装统一，提高自身的亲和力，以良好的形象赢得患者的信任
感，力所能及地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
为其营造温馨、安全的人文环境，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充分
放松。第四，就医流程中施行人文关怀。患者第一次到医院
就诊时，并不了解就医流程，但希望医疗服务得到保证。门
诊护理人员在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时应保持积极热情的态度，
积极地进行引导，对患者的诉求耐心倾听，对患者生命体征
进行检测，并密切观察患者病情特征，做好相应的宣传教育
工作。若患者候诊时间较长，护理人员应给予安抚，并做好
相应解释。 

1.3 观察指标 

①对照组与观察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采用焦虑量
表评估患者焦虑评分，采用抑郁量表评估患者抑郁评分，分
数越高，患者心理状态越差。②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对比。采用自制调查表评估患者护理满意度，满分 100 分，
分数越高，护理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试验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检验值为 t，对
比数据，差异性显著（P<0.05）。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对比，差异性不
明显（P＞0.05）；干预后，观察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 1： 

表 1 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 ±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1 57.21±2.58 39.41±2.38 57.63±2.17 38.64±2.51 

对照组 41 58.03±2.62 54.20±2.67 57.20±2.44 53.22±2.83 

t
 

 1.427 26.477 0.843 24.679 

P  0.157 0.000 0.401 0.000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与对照组 78.04%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 95.12%的护
理满意度更高，对比数据，差异性显著（P<0.05），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41 21 18 2 95.12 

对照组 41 17 15 9 78.04 

t     5.005 

P     0.025 

3 讨论 

人文关怀护理理念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具有个性化、
系统性的特征，在护理过程中，能带给患者安全感和依赖感。
与此同时，应以良好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缓解患者痛苦
感，加快患者疾病恢复速度

[1]
。在门诊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

和护患沟通，有利于促进开展护理工作，防止发生护理纠纷
事件，对于存在焦虑、抑郁不良心理的患者，应给予患者心
理疏导，缓解患者不良心理状态，稳定患者焦虑情绪。将门
诊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能够给予患者充分关怀，有效缓解
患者的恐慌感

[2]
。人文关怀护理更重视在患者疼痛度、不适

感及自尊心等方面给予干预，稳定患者心态，使其以良好的
心态接受诊治，在这过程中，给予患者人文关怀，为患者建
立温馨的治疗范围，确保患者在疾病治疗中能够得到综合服
务，并且身心方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有效提高护理满意
度。除此之外，有效的护患沟通，能够使护理人员更加充分
的了解患者病情，建立更好的护患关系

[3]
。本次试验主要对

人文关怀理念与常规护理理念渗透于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的
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观察组焦虑评分为
（57.21±2.58）分、抑郁评分为（57.63±2.17）分，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性不明显（P＞0.05）；干预后，观察组焦虑
评分为（39.41±2.38）分、抑郁评分为（38.64±2.51）分，
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5.12%，显著高于对照组 78.04%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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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对比数据，差异性显著（P<0.05）。由此可见，人文
关怀护患沟通护理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常规护理，有利于缓
解患者不良心理，改善医患关系，实现早日康复目标

[4]
。 

总而言之，将人文关怀理念渗透于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
能够保证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加快疾病恢复速
度，充分体现出门诊实施的优质服务，有临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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