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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症肺结核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的临床效果及 
对提高患者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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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内三科  内蒙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应用于重症肺结核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对其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从我院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4月收治的重症肺结核患者中抽取 90例作为研究对象，经双盲法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每组各 45例。实验组患者采用
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干预，参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情绪变化（SAS 评分、SDS 评分）与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 SAS 评分低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重症肺结核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实施心理护理可改善患者的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应用价值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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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属于一种传染性疾病，发病原因为感染结核分歧

杆菌，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全身乏力等，具有反复性，且

病程比较长。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可能会威胁

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需要予以对症诊疗与专业的护理干

预，通过有效的护理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的护理

效果
[1]
。由于疾病的影响，部分患者并不能完成整个疗程的

诊疗，导致疾病加重形成重症肺结核，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其中患者的不良情绪影响到患者的护理效果，因此需要

予以心理护理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本文旨在分析心理护理

应用于重症肺结核患者中的有效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收治的重症肺结核患

者中抽取 90 例作为实验对象，经双盲法将其分为实验组（45

例）与参照组（45 例）。其中，实验组男 23 例，女 22 例；

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22~66 岁之间，平均年龄（42.56±6.15）

岁；疾病分型：II 型 31 例，III 型 14 例。参照组男 24 例，

女 21 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21~68 岁之间，平均年龄

（43.18±6.42）岁；疾病分型：II 型 32 例，III 型 13 例。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均显示为 P>0.05，可进行对

比研究。所有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与我院签署相关

协议；研究内容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经我

院相关医学诊断确诊为重症肺结核患者；患者依从性较高；

无意识障碍。排除标准：合并有精神疾病患者；合并有其他

严重内科疾病患者。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内容包括保持患者病房环境

良好，注意个人卫生，患者咳嗽时应该用纸巾掩盖口鼻；定

期对病房进行消毒，并予以患者用药指导，要求患者定时定

量用药、遵医嘱用药。 

实验组在参照组基础上施加心理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

下：（1）心理评估：患者入院后需要正确评估患者的心理状

态，在评估时可结合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同时也要热情接

待患者，对患者的疑问耐心解答；患者一旦入院，护理人员

需要积极与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对患者介绍医院环境、患

者的主治医师、责任护士等，消除患者对医院的陌生感，同

时协助患者完成住院手续的办理，完善相关检查。（2）针对

性心理护理：根据对患者心理状况的评估情况予以患者针对

性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可通过与患者开展积极有效的交流与

沟通，通过交流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从而改善患者的焦虑状

况；护理人员也可为患者播放喜剧电影、轻音乐等放松患者

的身心，从而达到改善患者情绪的作用；另外，护理人员可

通过指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改善情绪。在为患者实施心理护

理时应该要充分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明确患者的性格特点

与发生紧张、焦虑等情绪的原因，针对原因开展相应的护理

干预，提升心理护理的有效性。（3）健康宣教：健康宣教是

医院护理中一向比较重要的内容，也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况，其原因在于患者部分不良情绪是因不了解疾病引起，

通过健康宣教可提升患者对疾病的知晓率，进一步改善患者

的心理状况；护理人员在患者入院后可予以健康宣教手册，

让患者通过健康宣教手册了解疾病，并积极回答患者的问题；

在对患者开展心理护理交流中也需要适当插入一些健康宣教

内容，消除患者对疾病的顾虑，嘱患者遵医嘱用药，以积极

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消除患者悲观情绪。 

1.3 研究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与护理满意度。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分别应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作为

评分标准，分数的定值分别为 52 分与 54 分，分数越高则说

明患者的情绪改善情况越差；护理满意度以我院自拟评分表

为准，采用调查问卷方式进行了解。 

1.4 数据处理 

统计学软件 SPSS22.0 为本次研究的分析软件，SAS 评分、

SDS 评分与护理满意度分别以（ sx  ）、百分比（%）表示；

行 t、卡方检验，经比较分析结果为 P<0.05 说明可进行对比

研究。 

2 结果 

2.1 患者的情绪变化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均低于参照组，差异

有意义（P<0.05），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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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情绪变化评分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实验组 45 44.63±4.18 45.22±3.64 

参照组 45 48.72±5.19 50.42±5.23 

t  4.1171 5.4744 

P  0.0001 0.0000 

2.2 比较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有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45 23（51.11） 21（46.67） 1（2.22） 44（97.78） 

参照组 45 17（37.78） 18（40.00） 10（22.22） 35（77.78） 

X²     8.3890 

P     0.0038 

3 讨论 

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肺结核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不但降低患者生活质量，还

会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
[2]
。患病后患者通常会

对疾病表现出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会影响

到患者的诊疗效果，因此需要予以患者必要的心理护理干预
[3]
。传统的常规护理重视患者的疾病护理，无法满足患者本

身对护理服务的身心需求，而心理护理施加在常规护理中能

表现出医院的人文关怀，极大的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有助

于护理满意度的提升
[4]
。在本次研究中，对患者实施的心理

护理干预包括针对性心理护理与健康宣教两个方面，通过准

确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可体现

护理内容的针对性，提升护理效果；健康宣教则能提升患者

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消除因不了解疾病带来的不良情绪与不

良心理状况，进一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
[5]
。从研究结果上

看：实验组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参照组，P<0.05；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照组，P<0.0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应用于重症肺结核患者中的临床有

效性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缓解患者不良情绪，

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应用价值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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