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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有效医患沟通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随机选择 2018 年 1 月-2019 年 2 月至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随机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2 月至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 40 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医患
沟通。观察组患者给予医患沟通相关培训，比较两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评价。结果：观察组患者 PDRQ-13 量表中患者对医生
满意度、医生的平易近人性以及患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以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医疗纠
纷发生率为 2.5‰，明显低于对照组 20.0‰，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医疗纠纷赔款数额（10276.31±536.27）
元/例，明显低于对照组（24163.48±1136.84），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有效的医患沟通能够明显改善医患
关系，因此医疗工作者应该掌握沟通的技巧，从而减少工作中的纠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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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患者对医院和医疗工作的抱怨不断增加，导致
医患关系恶化，甚至出现患者对医师施暴等行为。医患之间
的沟通意味着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医师和患者都关注双方的
感受、心理、从双方角度出发提高彼此信任的程度，使医患
双方能够形成共识，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达到维护患者健
康和提高干预服务质量的目的。本研究将我院收集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的 80 例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医
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我院收集将我院收集 2018年 1 月至 2020年 2 月的 80

例住院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年龄 34~75 岁，中位
（51.21±2.21）岁。男 20 例，女 20 例。文化程度小学和以
下、初中、高中、大专和以上分别是 11 例、10 例、10 例和
9 例。观察组组年龄 34~75 岁，中位（51.57±2.91）岁。男
22 例，女 18 例。文化程度小学和以下、初中、高中、大专
和以上分别是 11 例、9 例、10 例和 10 例。两组基础资料可
比。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医患沟通。 
观察组：患者给予医患沟通相关培训。具体内容如下：

（1）明确患者的期望。患者对康复有理性的期望。但是医学
知识的差异导致医患双方对于疾病的预后期望不同，因此医
生应该在治疗的早期与患者进行认真的沟通，而非敷衍的告
知，使患者对预后有正常的预期和认知。（2）树立良好的职
业形象，包括语言礼貌、态度热情、高度责任感以及严谨的
医学道德，从而赢得患者的信任，易于后续的沟通。（3）与
患者沟通过程中应掌握语言沟通的艺术性，从患者的角度出
发，语言友好、真诚、温暖，尤其是对于疾病较重，预后较
差，心理承受能力不强，敏感的患者更需要注意语言的谨慎
得体。（4）通过眼神、手势、表情、身体姿势、空间位置、
肢体交流等进行沟通，增加沟通内容，从而拉近医患双方的
距离。（5）正视沟通中患者的焦虑情绪。患者在疾病的压力
下容易出现工机械的语言和行为，所以医生需要对患者进行
恰当的安抚，使其保持稳定的情绪。（6）对患者及其家属的
不良的心理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正，使其理解医疗活动的正常
性和不可预料性。增加感情的互动，进行相关医学内的的科
普，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评价。 
医患关系使用 PDRQ-13 量表（中文版）进行评估。该量

表 2004 年荷兰学者首先进行了设计，共计 15 个条目，3 个
维度，分别是患者对医生满意度、医生的平易近人性以及患
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后引入中文版本，杨慧等进行编译后
修改为 13 个条目，三个维度分别为 5、6、2 个条目，采用 5
级计分法，从相当同意到相当不同意分别计 1-5 分。满分
13-65 分，分数越低，医患关系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软件分别开展 t、χ2检验，P＜0.05 为差异显

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PDRQ-13 量表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 PDRQ-13 量表中患者对医生满意度、医生的

平易近人性以及患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以及总分均低于对照
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PDRQ-13 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n 患者对医生

满意度 

医生的平易近人

性 

患者对医疗

症状的态度 

总分 

对照组 40 14.21±2.87 17.63±6.34 7.16±2.64 44.27±7.63 

观察组 40 8.13±1.69 11.37±3.25 3.18±1.03 25.19±7.94 

2.2 两组患者医疗纠纷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医疗纠纷发生率为 2.5‰，明显低于对照组

20.0‰，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医疗纠纷赔款
数额（10276.31±536.27）元/例，明显低于对照组（24163.48
±1136.84），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医疗纠纷发生率与医疗纠纷赔款数额对比情况 

组别 n 医疗纠纷（例） 
医疗纠纷发

生率（%） 

医疗纠纷赔款数额

（元/例） 

观察组 40 1 2.5 10276.31±536.27 

对照组 40 8 20.0 24163.48±1136.84 

3 讨论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实现以患者为中心，其可有效减少患

者的身心痛苦，创造最佳身心状态。良好医患关系是提高患
者遵医行为的基础和治愈疾病的关键，因此，加强医患沟通
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医师和患者之间有效沟通，对
于患者而言，可获取患者对医师的信任，从而促使患者能够
积极支持和配合医疗工作，加速康复，减少纠纷的发生。对
于医护人员而言，可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进一步优化
医疗服务质量。医患沟通的优化其不仅充分考虑生理因素对
患者的影响，还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对患者疾病的影响，通
过与患者的积极沟通，介绍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
心，既可以有效地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又可以提高患者治
疗依从性，达到改善病情和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改善
医患关系目的。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 PDRQ-13 量表中患者对医生满意
度、医生的平易近人性以及患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以及总分
均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医疗纠
纷发生率为 2.5‰，明显低于对照组 20.0‰，且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观察组医疗纠纷赔款数额（10276.31±536.27）
元/例，明显低于对照组（24163.48±1136.84），且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 

4 结论 
总而言之，有效的医患沟通能够明显改善医患关系，因

此医疗工作者应该掌握沟通的技巧，从而减少工作中的纠纷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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