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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沟通护理对急诊科行静脉输液患者的应用效果及不良

反应发生率分析 

孙留红 

（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光华医院急诊科  广东东莞  523000） 

【摘  要】目的  分析对急诊科行静脉输液患者实施治疗性沟通护理在其负性情绪改善及不良反应防范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方法  
以本院急诊科2023年6月-2024年6月收治的行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计选取72例。随机将这些患者分组，
分入对照组和研究组各36例。静脉输液治疗期间，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为研究组实施治疗性沟通护理。评估两组护
理前后的负性情绪严重程度，记录两组输液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护理前，两组均有比较严重的焦虑、抑郁情
绪，焦虑、抑郁评分均较高，且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焦虑、抑郁程度均有减轻，两项评分均有下
降，研究组均降至比对照组更低的水平（P<0.05）。输液期间，两组中均有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表现为穿刺部位红肿、
回血，研究组总体发生率较低，和对照组差异较明显（P<0.05）。结论  对急诊科静脉输液患者实施治疗性沟通护理能
够有效改善其因为自身疾病及治疗等原因引起的负性情绪，降低输液过程中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建议对这一护理
方式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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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nursing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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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their negative 
mood improvement and adverse reactions prevention.Methods 72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2024.The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assigned to 3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During the 
intravenous infusion treatment，routine care was administered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care was 
administered for the study group.The severity of negative emotions was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care in both 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infusion in both groups.Results Before nursing，both groups had seve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hig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P> 0.05）；after nursing，
bo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ecreased，and the study group decreased to a lower level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During 
the infusion，some patients had adverse reactions in both groups，showing redness and redness at the puncture site，and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and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was obvious（P <0.05）.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nursing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their own diseases and treatment，and reduce the risk of various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fusion.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nursing metho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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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急诊科，静脉输液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然而，
因所收治的患者较多，且病情多较为紧急，使得急诊科的护
理人员常常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暇与患者沟通，也常常因为沟
通不畅导致护患之间的矛盾升级[1]。急诊患者常常因为自身
病情而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性情绪，而静脉输液治疗中，如果
护理不当，又会导致患者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2]。常规
的急诊输液护理对于患者情绪状态的关注度不够，对于输液
不良反应又仅仅限于其出现后的处理，缺乏防范意识和有效
的防范措施，使得患者的治疗体验不佳。基于对护患沟通重
要性的认识，本次研究提出对急诊科静脉输液患者实施治疗
性沟通护理，切实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了解
患者的心理感受，引导患者正确面对疾病和治疗。现以本院
急诊科患者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护理方式的应用情况展开分
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开展时间为 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将此期间

本院急诊科收治的行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计 72 例被纳入研究。以分组对比的方式开展研究，分组方
法为随机数字表法，设置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将相同数量
的患者分入两组中，即均分入 36 例。对照组中，男女患者
数量分别为 19 例、17 例，年龄 25-72 岁，平均（48.32±2.41）
岁，所患疾病类型：12 例为消化系统疾病、10 例为神经系
统疾病、7 例为呼吸系统疾病、7 例为外伤；研究组中，男
女患者数量分别为 20 例、16 例，年龄 26-70 岁，平均（48.19
±2.26）岁，所患疾病类型：14 例为消化系统疾病、9 例为
神经系统疾病、7 例为呼吸系统疾病、6 例为外伤。全部患
者均为初次在急诊科进行静脉输液，需要输液的时间均在
3d 以上，均有较好的认知和沟通能力。利用统计软件对两
组性别、年龄、所患疾病类型等资料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均
呈现 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提示后续对比研究具有可
行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患者进入急诊科后，护理人员指导患者

完成挂号，并合理为其分诊、安排其就诊。根据医生的指示
为患者安排输液，输液过程中进行常规巡视，同时嘱咐患者
及其家属观察液体输注情况，如有问题，可通过床头呼叫铃
呼叫护理人员，护理人员听到呼叫后及时回应并处理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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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2 研究组 
实施治疗性沟通护理。（1）组建治疗性沟通护理小组。

为了提升急诊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和效率，确保能够快速、妥
善应对急诊输液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突发问题，急诊科组建一
支专门的护理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负责整个小组的组
织与管理，选择科室内急诊护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作为小
组成员，在组长的指导下开展急诊护理工作。小组成立后，
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指导组员学习急诊输液相关知识，
包括输液相关设备如何规范使用和维护、输液的速度如何把
控、输液过程中常见的反应及处理措施等，同时，学习治疗
性沟通护理方法和技巧，了解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有效沟
通，拉进护患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矛盾和纠纷，了解针对
患者不良情绪的处理技巧，以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使其
以良好的心态面对治疗。通过培训，提升护理人员的急诊护
理技能，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2）治疗性沟通护理措施：
①关系性沟通。顾名思义，这种沟通主要是为了拉近和患者
之间的关系，在为患者输液之前，护理人员主动关心患者的
病情，了解患者内心的感受，理解并尊重患者表现出的各种
负性情绪和不配合行为，耐心对患者进行安抚，告知他们保
持良好心态的重要性，引导他们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疾病
和治疗[3]。同时，向他们解释即将进行的输液治疗的目的和
重要性，告知他们输液前需要做的准备、输液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反应、输液后的一些注意事项等，让患者能够对输液治
疗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减轻因为不确定性而带来的不安情绪
[4]。通过做好以上工作，拉近和患者之间的距离，让患者能
够更加信赖护理人员，并能够更加配合后续护理工作。②评
估性沟通。评估性沟通主要是为了了解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
识和理解程度以及面对疾病的感受，从而为后续的护理干预
提供依据。小组共同商议制定评估量表，评估患者对自身所
患疾病基本情况，包括病因、病症等的了解程度、对输液治
疗目的、重要性及过程的了解程度，询问患者对自身疾病预
后是否担心、对静脉输液不良反应是否明确等等。此外，评
估患者的心理状态，询问患者是否有紧张、焦虑、恐惧等情
绪，这些情绪的来源有哪些。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主要倾
听患者的诉说，掌握更多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及静脉输液治疗
态度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情况的信息。③干预性沟通。干预
性沟通主要是对患者进行认知干预、心理干预，旨在弥补患
者对自身疾病及静脉输液治疗认识不足的状况以及因各种
原因所导致的负性情绪问题。针对对自身疾病状态了解不足

的患者，在口头为其做出解释的同时，向其发放宣传手册，
并通过输液室电视播放相关的宣传视频；针对对输液不良反
应了解不足的患者，将一些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详细说明，
配合播放相关的视频，并着重向患者介绍有效防范不良反应
的措施，要求患者提高警惕，积极进行不良反应的防范[5]；
针对因为担心疾病预后而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性情绪的患者，
向他们说明诊疗医师的资历以及护理人员的专业性，减轻他
们对于治疗结果的担忧，同时，向他们介绍同种疾病中治疗
成功的案例，提升他们的治疗信心[6]。对于对后续检查有抵
触情绪的患者，着重向其说明检查的必要性，引导患者正视
自身疾病，积极配合检查和治疗。 

1.3 观察指标 
以护理后患者的负性情绪变化、输液期间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作为观察指标，评估不同护理方法在患者负性情绪改善
以及不良反应防范方面的效果。负性情绪主要为焦虑、抑郁
情绪，分别以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评估高低
和焦虑、抑郁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输液期间不良反应由护理
人员记录，最终研究人员做出统计并计算。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所得资料类型有两种，一种为计量资料，一种为计

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所用工具为 SPSS 26.0 软件，两种类
型的资料分别以（ sx  ）、[n（%）]的形式呈现，并分别
行 t 检验、 2x 检验，满足 P<0.05，即可判断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严重程度比较 
护理前，两组的焦虑、抑郁情绪均比较严重，评分均处

于较高水平，且组间两项评分结果接近度比较高，统计分析
差异无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焦虑、抑郁程度均有
减轻，评分均出现了下降，组间两项评分结果均有较明显的
差异，表现为研究组均较低，对照组均相对较高，统计分析
差异有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输液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输液期间，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有穿刺部位红肿、回血

两种，两组中均有患者出现，但研究组总体更少，经计算，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有较明显的差异（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严重程度比较（ sx  ，分） 
焦虑 抑郁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6 48.31±6.53 37.24±3.08 48.21±6.15 29.54±3.33 
对照组 36 48.24±6.36 42.33±3.21 48.35±6.23 37.42±5.14 

t  0.108 3.029 0.072 10.168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输液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穿刺部位红肿 回血 总计 

研究组 36 1（2.78） 1（2.78） 2（5.56） 
对照组 36 4（11.11） 2（5.56） 6（16.67） 

 2x     5.112 
P    <0.05 

3 讨论 

急诊科是医院中专门收治和处理急性疾病和创伤的科
室，收入的患者都需要立即进行医疗干预。在急诊治疗过程
中，护理人员的配合至关重要，急诊护理工作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直接关系到急诊救治成功率[7]。而因为所收治的患者较
多，急诊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在高负荷的状态下就
缺乏与患者深入细致沟通交流的机会，从而使得护患之间很
容易发生矛盾和纠纷。静脉输液治疗是急诊治疗中的一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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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为有效缓解 CMT 患儿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压力，提高他

们的应付能力，还需从多方面着手。要提高患儿的诊断与治

疗能力，保证患儿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通过建立健全医疗

保险和康复补助制度，降低贫困患儿家庭的经济压力。加强

全社会对 CMT 的认识和普及，消除歧视，创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建立以家庭、亲友、社区和专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社

会支持体系。尤其重视照顾者的精神卫生，为其提供必要的

心理咨询与辅导，使其能有效地应付压力，维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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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常规的静脉输液护理中，护理人员仅仅负责为患者

输注其疾病治疗所需的药物，往往不会将静脉输液相关知识

向患者详细讲解，特别是其目的以及重要性，使得患者常常

因为缺乏认识而感到担忧和不安，同时，对于患者的心理感

受往往也缺乏关注，导致患者在整个治疗期间体验感一般[8]。

基于此，本次研究提出将治疗性沟通护理应用于急诊科静脉

输液患者的护理中，考虑患者在急诊情况下焦虑和不安情绪

会比较严重，治疗性沟通通过满足患者对输液过程的了解需

求以及关注其心理需求，能够帮助患者减轻负性情绪。同时，

通过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可以拉近护患之间的关

系，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从而便于护理工作更加

顺利地开展。另外，通过及时沟通，能够早期发现患者输液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不良反应的发

生风险。经过本次研究发现，治疗性沟通护理在改善急诊静

脉输液患者负性情绪及防范输液不良反应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比常规护理更显著，研究中，接受治疗性沟通护理的研究

组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均比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低

（ P<0.05 ）， 而 护 理 前 ， 两 组 两 项 评 分 均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研究组输液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综上所述，在急诊科静脉输液患者中，治疗性沟通护理

是一种可行的护理方式，临床可对此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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