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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中应用健康教育模式的作用效果观察及有效性评价
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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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急诊护理中应用健康教育模式的作用效果观察及有效性。方法：在我院急诊患者中选取 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共
80 例急诊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以电脑随机的方法将他们对半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而实验组则采
用健康教育模式进行护理。对患者护理前后的效果和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结果和统计学意义。结果：实验组患者的
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 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 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以健康教育
模式对急诊患者进行护理可以有效促进急诊患者的护理有效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有利于和谐的医护关系，在临床对急诊患者的护
理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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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非常重要的一门科室，与其他常规科室不同的是
急诊科室其接待的病人往往病情重，病情急，对护理的要求也就更
高[1]。在临床对急诊患者的护理中，发现常规护理仍然存在诸多缺
陷，在护理有效率和患者的满意度方面仍然做的不到位，因此，如
何对急诊患者采取更加好的护理，达到更好的护理效果，提高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是急诊科室的一个难题[2]。近年来，有研究指出在急
诊中采取健康教育模式可以在急诊护理中取得较好的效果[3]。本文
就此针对健康教育模式对急诊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患者对此的满
意度展开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来我院的急诊患者中选择 2018 年 3 月到 2019 年 3 月期间在
我院进行治疗的急诊患者 80 例，年龄在 22-65 岁，平均年龄为（42.5
±1.2）岁。采用电脑随机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实
验组年龄在 23-65 岁，平均年龄为（42.4±1.1）岁；对照组年龄在
22-64 岁，平均年龄为（40.6±1.3）岁，p＞0.05 以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并纳入标准：①临床确诊急诊患者；②告知患者研究意义，
经过患者同意；③心理精神方面正常。排除标准：①患有恶性肿瘤
的；②器官具有疾病或者衰竭的；③视听障碍。本次研究通过本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主要按照正常的程序给予基本的急诊护理指导包括饮
食和住院物品准备和饮食指导。实验组则在必要的护理之上加入健
康教育模式。①入院时，第一时间减轻急诊患者在入院期间感到的
惶恐和不安，同时向急诊患者及其家属传授急诊患者疾病的护理事
项和患者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护理知识，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对急诊
患者还要进行心理干预，疏通急诊患者因为突发疾病而压抑的心
情，告知轻松愉悦的心情更有利于疾病的康复。②急诊结束住院后，
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饮食习惯，坚持少食多餐，避免吃得过饱加重患
者胃部的负担，同时吃饭时，细嚼慢咽，不用用开水、汤泡饭，在睡
前不要食用食物；饮食忌辛辣，不要食用刺激性强的食物，不要吃太
多零食，吃饭少盐少油，饮食清淡，油炸和生冷都不适宜急诊患者，
应尽量食用炖煮、清蒸类的食物；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疾病制定相
应的饮食搭配套餐，保证患者的维生素、蛋白质摄入，多吃鱼和蛋类
食品，蔬菜水果可以多吃。③禁止急诊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吸烟喝酒，
鼓励治疗后情况有所好转的急诊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4]。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急诊患者进行护理后的护理效果测评，分为显效、有效、
无效。显效就是护理后效果很好患者感觉很有用，有效就是护理有
一定疗效但还没痊愈，无效则是经过护理病情未好转甚至恶化，治
疗有效率=（显效人数+有效人数）/该组人数。对患者的治疗满意
度进行调查，治疗满意度调查中，满分 100 分，＜60 为不满意，60-90
为基本满意，＞90 分为非常满意。治疗满意率=（非常满意度人数
+基本满意度人数）/该组人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0 软件处理本次急诊患者的相关数据，将 0.05 作

为检验临界值，若是检验值低于临界值表示差异显著，P＜0.05，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急诊患者护理后有效率比较 

由表 1 可知实验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后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表 1：两组急诊患者护理后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40 18 12 10 75 
实验组 40 32 5 3 92.5 

X2 - - - - 4.50 
p - - - - 0.03 

2.2 两组急诊患者护理后满意度比较 
由表 2 可知实验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表 2：两组急诊患者护理后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15 14 11 72.5 
实验组 40 33 5 2 95 

X2 - - - - 7.43 
p - - - - 0.00 

3 讨论 
急诊科是一个生命与时间赛跑的地方，因此在急诊科的护理往

往采取的是简单有效的护理方式，忽略了患者的感受，使得急诊科
虽然是救人于水火的神圣场地，却也因为一些护理手段过于简单直
接使得患者在护理后留下了不好的感受[5]。在本文的研究中，实验
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后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有统计学意
义；实验组急诊患者的护理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有
统计学意义。可知采用健康教育模式比起常规的急诊护理更有效也
更能得到患者的青睐，其满意度和有效率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时
代发展，患者对自己在急诊过程中的体验也重视了起来，因此传统
的急诊护理已经不适宜继续使用，而健康教育模式更符合当今的急
诊护理。 

综上，在急诊时采用健康教育模式可以提高护理有效率，提高
患者满意度，在临床中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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