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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在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中的应用 
彭福梅  陈艳  徐珊珊*通讯作者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目的：观察分析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于 2020 年 01 月- - 03 月对本院接入的 70 例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分组比较，其中常规组 35 例普通护理，研究组 35例人文关怀护理。结果：研究组 SDS 抑郁情绪评分、SAS

焦虑情绪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贯彻落实人文关怀护理，有助于新冠肺炎

轻症患者减轻负面情绪，并且赢得患者好感、青睐。 

关键词：新冠肺炎；人文关怀；抑郁；焦虑；满意度 

 

新冠肺炎指的是传染性、感染性较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是因为感染 2019nCoV 病原体所致，其呼吸道症状类似于

非典，轻症者呼吸不畅、喘息，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有可

能会引起死亡
[1]
。由于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加之目前尚无根

治手段，只能以防控为主，导致部分感染新冠肺炎的轻症患

者过于焦虑抑郁，进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影响临床治疗。

基于“以人为本”理念的人文关怀护理，不仅要求医护人员

关注患者身体健康，而且还要重视患者心理健康
[2]
。故而本

研究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尝试了人文关怀护理，希望能够减

轻其负面情绪，使其积极主动配合治疗，最终获得满意的临

床结局。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 70 例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纳入时间均为 2020 年

01 月--03 月。入组标准：通过核酸检测，证实为普通型或者

是轻型新冠肺炎；可自理生活。排除标准：存在高血压、肾

病、冠心病、糖尿病以及慢阻肺等慢性病；精神系统异常而

无法主诉。根据自愿参与及同意知情要求，通过数字随机表

法，分组观察课题对象并分别设为常规组、研究组，各 35 例。

研究组包括18例男性和17例女性，年龄20-66岁，均龄（47.5

±11.3）岁；常规组包括 17 例男性和 18 例女性，年龄 19-64

岁，均龄（48.3±11.5）岁。两组基本信息经过统计学检验，

P值均＞0.05。 

1.2 方法 

给予常规组普通护理，比如对症用药缓解病情、日常膳

食指导、卧床静养、注意事项讲解等等。 

给予研究组普通护理同时加入人文关怀护理，即（1）心

理干预。对患者心态进行评估，如果发现患者过于焦虑抑郁，

主动与患者沟通，给予情感支持、安慰，动态掌握患者情绪

变化，若有必要，可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服务；与患者深入

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提供励志新闻，讲解治愈案例，

增强患者痊愈信念。（2）休息与活动。创设一个舒适温馨的

休养环境，根据患者需要进行音乐疗法，引导患者打太极拳、

跳广场舞，改善患者身心状态。（3）健康宣教。将疾病防护

小册子发放给患者，加深患者认知，了解患者需要，并在最

大程度上给予满足；对于患者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纠正

其错误认知，引起患者重视，使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以免

疫情大范围传播。（4）隐私保护。尊重并保护好患者个人权

利、隐私；患者康复出院时，嘱咐患者居家期间密切监测体

温，室内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均衡饮食，适当活动，规律

作息，充分睡眠；康复过程中可以鼓励患者进行肺功能锻炼，

以患者舒适为宜。 

1.3 观察指标 

（1）干预前后对患者负面情绪程度进行评估，主要工具

包括 SDS 抑郁量表、SAS 焦虑量表，二者分值越高，说明患

者负面情绪程度越严重。（2）评估调查患者满意度，以本院

自拟百分制满意度调查表为主，100 分满分，分为 0-59 分（不

满意）、60-85 分（基本满意）、86-100 分（非常满意）三

个等级，总满意度=1-不满意。 

1.4 数据统计处理 

将本课题研究获得的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导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中并进行数据检验处理，计量资料包

括 SDS 抑郁情绪评分、SAS 焦虑情绪评分，均以(x±s)表示

并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包括满意度，以%表示并进行 X
2
检

验，组间数据差异判定结果以 P 值描述，以（P＜0.05）表

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负面情绪评分 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常规组干预前后负面情绪评分(x±s，分) 

SDS SAS 
小组 病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5 52.1±10.8 33.6±7.9 54.7±11.3 32.3±6.6 

常规组 35 52.2±10.9 42.6±6.8 54.5±11.1 4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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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0.867 12.348 0.693 11.078 

p - >0.05 <0.05 >0.05 <0.05 

 

2.2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满意度 见表 2 

表 2 研究组与常规组满意度对比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35 24 10 1 97.14% 

常规组 35 13 13 9 74.29% 

X
2
 -    13.028 

p -    <0.05 

 

3 讨论 

临床实际护理过程中，关怀是核心，主要体现出对新冠

肺炎轻症患者的爱护、关心
[3]
。对于护理人员而言，关怀能

力是日常工作中一项最基本的能力，为改善患者临床结局打

下了坚定的基础
[4]
。本研究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尝试了人文

关怀，结果研究组 SDS 抑郁情绪评分、SAS 焦虑情绪评分低

于常规组（p<0.05）。与患者主动交流期间践行人文意识，

注重患者病情变化的同时也要创新护理服务理念，各项操作

均以患者为中心，针对性解决患者心理问题，并满足患者合

理需要，保障其健康权，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忧虑心理
[5]
。

除此之外，研究组满意度 97.14%高于常规组 74.09%

（p<0.05）。说明人文关怀护理在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群体中具

有较高的接受度，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总而言之，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而言，人文关怀护理

服务对其负面情绪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而且备受患者青睐，

值得临床大范围借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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