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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门诊输液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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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门诊输液室进行临床护理，采用优质护理服务的方式对其应用效果进行探究。方法：本文选取 100 例门诊输液患
者，随后将患者进行对照组和观察组的随机分组，对于对照组患者来说，采用常规护理方案，对于观察组患者来说采用优质护理服务。结
果：通过采用心理状态评价的方式，对对照组和观察组的 SAS 和 SDS 进行评价。经过分析比对发现，对照组的心理状态评分较低，明显高
于观察组（P＜0.05）。通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参数进行评价，包含护理态度、护理效果、整体护理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观
察组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结论：通过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其具有一定的应用效果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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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输液作为当前医院服务的窗口之一，服务质量的优良决定
着医院的形象，在门诊室进行优质服务尤为重要，除常规护理之外，
通过采用优质护理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 100 例门诊输液患者，随后将患者进行对照组和观察
组的随机分组，对照组门诊输液患者采用常规护理，人数共计 50
例。对于观察组来说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共计人数为 50 例。对照
组患者年龄最低为 22 岁，最高不超过 70 岁。对于观察组患者年龄
最低为 20 岁，最高不超过 73 岁。通过进行两组患者资料的比对无
较大差异。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于对照组患者来说，采用常规护理方案。通过进行用药信息

的核对，随后进行输液，根据相关情况进行配药，对简单事项进行
告知，完成观察工作。 

1.2.2 观察组 
对于观察组患者来说采用优质护理服务[1]。第一，进行输液前

优质护理。对于患者来说，由于其在就诊时心情较为急切，因此应
进行患者尽快安置，为了缓解在输液时的焦虑心情，并配备相关网
络电视和无线等，从而使患者能够放松，在减少嘈杂氛围的基础上
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对此科室还应进行摆放鲜花绿色植物，确保输
液环境的温馨。除此之外，输液室还应对热水袋、毛巾等进行配备，
以此来缓解血管痉挛，减轻疼痛，增加患者的舒适感。在输液时通
过进行疾病宣传教育，从而使患者能够了解自身疾病的内容，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患者情况的不同进行个体化护
理，确保患者能够增强疾病治疗的信心。护理人员应规范自身的护
理行为，确保能够和患者进行及时沟通，并对输液时间进行及时预
约，告知患者关于相关注意事项，加强运动指导，确保患者能够早
日康复。在输液时应对患者的用药信息进行仔细核对，看其是否有
药物过敏史以及不良事项，对于不良反应告知，保证患者存在正确
认识，并能够达到情绪的稳定。除此之外，在输液时应和患者进行
沟通的建立，针对问题进行解答，加强心理干预对于护理人员来说，
对于不同病情的患者要进行顺序的排列，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
治。在输液前护理人员应进行及时就诊，通过进行核查，对着装及
仪表进行注意，避免出现差错，并增强患者的信任。 

第二，输液中护理。在穿刺时要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操作，确保
自身技术的成熟，同时通过进行患者皮肤部位的消毒，在穿刺点上
方进行止血带的扎制，穿刺时要采用合适的方式，选用轻松的话题，
和患者经常聊天，确保穿刺成功。在穿刺时应对止血带及时松开，
给予患者安慰，在减轻或消除患者紧张感的情况下提升整体穿刺质
量。通过协助病人取合适体位，依据机体耐受程度和药物特征进行
输液速度的调节，并对滴速进行调整，避开风险。护理人员应进行
针对性健康宣教，对于季节性多发病症来说，应进行相关知识的预
防讲解告知用药技巧，在输液过程中通过定期巡视，看其是否出现
不良反应，对药物输液通畅程度进行了解，如出现异常反应应立即

停止输液。 
第三，输液后护理。 
在输液后应对患者进行注射部位的按压[2]，对于出现凝血功能

较差的患者，用延长时间避免出现皮下血肿，并对患者进行嘱咐。
通过对局部情况进行了解，采用耐心解答。对长期输液患者明确输
液时间、就诊时间做好相关提醒工作。 
1.3 观察指标 

（1）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比较，以 SAS 和 SDS 作为评
分标准。（2）对护理效果、整体护理环境等进行评分。 
2.结果
2.1 对照组和观察组以 SAS 和 SDS 为基础的心理状态评分

通过采用心理状态评价的方式，对对照组和观察组的 SAS 和
SDS 进行评价。经过分析比对发现，对照组的心理状态评分较低，
明显高于观察组（P＜0.05）。 

表 1 以 SAS 和 SDS 为基础的心理状态评分 

组别 实验人数 SAS SDS 

观察组 50 31.41±4.21  27.64±3.10 
对照组 50 34.25±4.74 30.57±6.54 

2.2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满意度评价量表分析 
通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参数进行评价，包含护理态

度、护理效果、整体护理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观察组的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 

表 2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满意度评价量表 

组别 例
数 

护理态度
（分） 

整体护理效果
（分） 

整体护理环境
（分） 

对照组 50 70.41±4.10 74.18±4.32 76.15±6.24 
观察组 50 78.35±2.14 80.64±2.87 81.24±6.47 

3.讨论
门诊输液室[3]作为当前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一个体现，对于其

服务质量的高低能够正确反映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现阶段医院中
具有重要应用，在此同时应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通过加强质量管
理，实施健康教育提升患者满意度，减少医疗纠纷。在优质护理中
通过进行相关护理，除具备基础护理知识之外，还要和患者及家属
进行有效沟通。对于目前来说，对于护理工作要求较高，因此应通
过进行熟练操作技术的掌握，赢取信心，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通过采用心理状态评价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观察组的
护理态度、护理效果、整体护理环境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综上所述，
通过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其具有一定的应用效果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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