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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在进行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外籍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张宏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影像科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目的：对 CT 增强扫描检查外籍患者应用人文关怀护理的效果进行探究。方法：随机选取 2018.12- 2020.12 期间在我院
接受 CT 增强检查外籍患者 80 例纳入本研究，将其分成 2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对照组，两组患者均 40例，将
纳入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将纳入研究组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有差异，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两组患者检查依从性有差异，研究组检查依从性较高，P<0.05。研究组患者 SAS、SDS 评
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外籍 CT 增强扫描检查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可提高其检查依从性，对促进检查顺利进行发
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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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外籍人口逐渐增多，随着

外籍人口不断增加，涉外医疗也不断增加，由于外籍人口存

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在就医过程中会存在一系列问题，

从而为外籍患者就医带来不良影响，因此需对外籍患者实施

有效护理干预
[1]
。临床需对护理模式进行优化，人文关怀护

理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在整个护理工作中，目前该护理模式

被应用在外籍 CT 增强扫描检查患者中。本研究为进一步分析

人文关怀护理应用效果，随机选取 80 例 CT 增强检查外籍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现将研究效果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 2018.12-2020.12，对象随机选取在我院接受 CT 增

强扫描检查 80 例外籍患者，对其分组，随机数字表法为本次

研究分组方法，研究组、对照组为本次组别，研究组与对照

组各 40 例患者，研究组患者最大年龄 74 岁，最小年龄 23 岁，

平均年龄范围值（46.52±1.98）岁，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

患者 20 例。对照组患者最大年龄 73 岁，最小年龄 24 岁，平

均年龄范围值（46.61±1.76）岁，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

者 1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可进行比

较。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向

其讲述检查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人文关怀护理。（1）医护人员通过语言、肢体

等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了解，给予患

者心理疏导，减轻患者心理负担，缓解患者紧张、焦虑等负

面情绪。（2）在检查前医护人员询问患者是否有造影剂过敏

史，对患者身体素质进行评估，向患者及家属讲述检查流程、

方法、目的、相关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症状，对患者提出问

题进行耐心解答，提高患者对检查认知度，提高其配合度。

（3）在注射造影剂过程中，医护人员对患者面部表情进行观

察，同时观察患者是否有不良反应出现，如疼痛、肿胀等，

对出现不良反应患者实施针对性措施，对患者负面情绪进行

安抚。（4）在检查过程中医护人员使用患者熟悉语言与其沟

通，检查结束后对患者进行观察，给予其提供安静候诊室，

对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观察，嘱咐患者多饮水，在检

查当天禁止洗澡，从而降低感染发生风险。 

纳入标准：① 两组患者均有一定表达能力；② 无碘过

敏史患者；③ 无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④ 患者对本次研究

表示知情，并同意参与其中。 

排除标准：① 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② 中途退出

本研究患者；③ 合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1.3 观察指标 

对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检查依从性进行评估，将其分为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 3 等级，完全依从评分标准：

>95 分，部分依从评分标准：94-80 分；不依从评分标准：<79

分。 

利用我院自制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

估，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评估标准：90 分以上、89-70

分、69 分以下。 

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研

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心理情绪变化情况进行分析，SAS、SDS 满

分值均为 0-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对两组外籍患者相关数据进

行记录分析，两组患者检查依从性、满意度对比，以 X
2
检验，

以 n%表示，计量资料，以 t 检验，以（ sx  ）表述，P<0.05

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检查依从性 

研究组患者检查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 统计学有意

义。（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检查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研究组 40 30（75.00） 9（22.5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4（60.00） 6（15.00） 10（25.00） 3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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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 - - - 8.5375 

P - - - - 0.0034 

2.2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统计学有意

义。（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0 28（70.00） 11（27.5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1（52.50） 10（25.00） 9（22.50） 31（77.50） 

X
2
 - - - - 7.3143 

P - - - - 0.0068 

2.3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 

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SDS 评分无差异 P>0.05；护理后

研究者患者 SAS、SDS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较低，P<0.05 统计

学有意义。（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对比[分（ sx  ）] 

SAS 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59.41±2.84 38.36±2.57 59.62±2.48 37.68±2.42 

对照组 40 59.49±2.73 46.36±2.69 59.89±2.57 47.48±2.61 

X
2
 - 0.1284 13.5999 0.4781 17.4137 

P - 0.8981 0.0000 0.6339 0.0000 

3 讨论 

随着影像学技术不断发展，CT 增强扫描技术在临床疾病

诊断中被广泛应用，CT 增强扫描需注射造影剂，患者在 CT

增强扫描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再加上外籍患

者对医院环境较为陌生，缺乏对 CT 增强检查了解，在检查过

程中会出现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从而患者配合度较差，

影响患者检查效果
[2-3]

。 

为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配合度，临床需对外籍

检查患者实施有效干预措施，以往临床对外籍患者采取常规

护理干预，向其讲述检查流程，讲解检查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常规护理较单一，为对患者生理、心理需求未进行重视，无

法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配合度
[4]
。人文关怀护理是

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该护理模式主要以患者为中心，给予患

者足够关心、重视，满足患者合理护理需求，为患者提供优

质、全方面护理服务，使患者感受到重视，从而增加患者对

医护人员信任度，减轻患者心理压力，提高患者配合度。经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检查依从性、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护理在外籍 CT 增强扫描检查患者中

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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