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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急诊输液而言，其接待的患者数量是相对较多

的，且患者留院时间相对较短，疾病病情也较为复杂，

尤其是在急诊输液过程中，极易在护理过程中引发矛盾，

使得护患纠纷发生，不但会影响输液效果，也会使得医

院医疗形象、信誉受到影响 [1-2]。鉴于此，本文择取 2021

年 10 月 -2022 年 10 月于急诊中输液的患者为研究范例，

合计 140 例患者，给予患者在传统护理干预后，结合护

患沟通技巧，以此显著提升护理价值。详情作如下分析：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择取 2021 年 10 月 -2022 年 10 月于急诊中输液的患

者为研究范例，合计 140 例患者，以电脑随机数字表法

加以分组，均纳入 70 例，其中观察组中男病患 42 例，

女 病 患 28 例， 最 小 年 龄 21 岁， 最 大 年 龄 73.5 岁， 平

均 值（47.25±10.35） 岁。 对 照 组 中 男 病 患 35 例， 女

病 患 35 例， 最 小 年 龄 22 岁， 最 大 年 龄 73 岁， 平 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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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10.20）岁。对比 2 组患者的临床字并无差异性，

即 P ＞ 0.05。

纳入标准：140 例患者均在输液前展开了相关检查；

能配合输液操作展开。剔除标准：自身有感染性疾病；

就诊时便是意识不清；临床资料不全。

1.2 方法

纳入对照组的患者实施长护理，即在展开输液之前，

需要进一步核对患者的信息，以确保输液正常进行，同

时实时监控患者的输液情况，若是出现不良情况则需展

开及时处理。

纳入观察组的患者实施护患沟通及护理干预，其一，

护理人员需注重自身仪表，即建立良好个人形象，使得

医患、护患之间的信任度得以提升，在急诊护理人员进

行接待期间，为了给患者留下好的的印象，或者是最佳

印象，可以从微笑，仪态以及穿着等方面入手，使得患

者可以感到非常温的温馨，缩短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距

离，以此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其二，护理人员需要学

会尊重患者，在进行输液的时候学会使用安慰、鼓励的

话语帮助患者穿刺，并显著增加护患之间的亲切感；对

患者提出的问题，则需相关护理人员耐心的解答疾病，

学会为患者着想，站在患者角度，理解、体谅患者与家

属自身的压力、感受，以此更好的为患者提供干预操作。

为了提升护患之间的亲近感，则需护理人员尽量的将患

者名字记住，在患者回答自身姓名时，做到心中有数，

避免重复询问，提升患者的被尊重感，让患者得到更好

心理体验，更好的配合护理工作开展。其三，强化护患

沟通的及时性，输液时，对体位要及时调整到舒适位置，

并及时与患者沟通，穿刺进针前需选好血管，以保证一

次穿刺成功，同时需密切对输液情况进行观察，若是有

针头脱落情况需及时处理；当输液快完成的时候，则需

提前等候在患者的身旁，及时将输液管针头拔掉、整理

好输液瓶，且告知患者正确按压穿刺部位，切记不能揉

搓穿刺部位，避免发生肿包情况。其四，适时的应用恰

当、自然运用沟通技巧干预，通常需要在输液巡视期间，

有良好沟通可以充分的了解患者疾病情况，以此分散患

者注意力，继而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同时在沟通的时候，

其沟通话题需选择针对性高的，注意倾听环节，切记不

要打断患者倾诉，确保注意力集中。另外，需对护理工

作小细节加以重视，于静脉穿刺过程中，若是触碰大患

者手部冰冷，静脉细小，则可以先进行热敷，当静脉充

盈明显的时候，随后再展开穿刺操作，并告知患者握紧

拳头，指导其深呼吸，以此分解穿刺时候的疼痛感，继

而提升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1.3 观察指标

（1）疼痛情况对比分析，主要是通过视觉模拟评分

加以评价，详细操作为：在纸上面划一个 10 厘米长横

线，长度为 0-10 厘米，0 刻度表示无痛，10 刻度表示

剧烈疼痛，所得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的疼痛程度越为

严重。

（2）选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患者的不良情

绪加以评价，其中有人际关系敏感因子评分、焦虑因子

评分，对于焦虑因子评分而言，主要是对出现不安情绪、

易怒情绪以及紧张、烦躁情绪加以评价，患者的评分越

低，则代表患者的情绪更加稳定。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评分则是对患者的退缩情况与心神不定情绪加以评价，

患者的得分越低，则代表在沟通过中，患者出现的问题

越少，反之，则越多。

（3）借助医院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加以分析，

共 100 分，患者的得分越高其满意度则越高，满意度百

分比 = 满意占比 + 一般满意占比。同时需对纠纷事件、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加以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将急诊输液护理中护患沟通技巧相关数据录入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中，计量资料表示为“均数 ± 标准差”，

t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百分比，χ2 检验。P ＜ 0.05 时有

意义。

二、结果

2.1 护理满意程度

满 意 度 程 度 则 是 观 察 组 数 据 比 对 照 组 高， 即 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1　护理满意程度[n/%]

分组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70 41 24 5 65（92.86）

对照组 70 30 22 18 52（74.29）

X2 - - - 9.0255

P - - - 0.0001

2.2 疼痛评分与 SCL-90 评分

患者在护理前的疼痛评分与 SCL-90 评分对比均无意

义，P ＞ 0.05。实施分组护理之后，观察组的疼痛评分、

SCL-90 评分显著比对照组低，比较有统计学价值，即 P

＜ 0.05。（见表 2）

2.3 纠纷事件、不良反应发生率

纠纷事件占比、不良反应发生率占比均为观察组比

对照组低，即 P ＜ 0.05，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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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纠纷事件、不良反应发生率[n/%]

分组 例数 不良反应 纠纷情况 投诉

观察组 70 4（5.71） 0（0.00） 2（2.86）

对照组 70 12（17.14） 6（8.57） 13（18.57）

X2 8.0604 5.6024 10.0608

P 0.0005 0.0015 0.0000

三、讨论

急诊输液中常采用的护理方式以常规为主，重点则

是对患者的输液情况进行观察，忽视了与患者之间的沟

通，使得护理工作处于“哑巴”状态，患者不敢问，护

理人员“不搭理”情况较为严重，为此需寻找更加有效

的护理方法 [3-4]。

对于沟通技巧而言，其应用后能够建立良好护患关

系，在急诊输液护理期间，实施有效的护患沟通，不但

能够更加了解患者的护理需求，解答患者的问题，而且

能够让护理人员始终保持主动、宽容、耐心工作态度，

以此选择恰当、合适的沟通时机，继而显著提高沟通质

量，患者也能提升对护理人员认同感，大大降低纠纷事

件发生率 [5-6]。经过本研究知晓：满意度程度则是观察组

数据比对照组高；患者在护理前的疼痛评分与 SCL-90 评

分对比均无意义，P ＞ 0.05。实施分组护理之后，观察

组的疼痛评分、SCL-90 评分显著比对照组低，比较有统

计学价值，即 P ＜ 0.05。纠纷事件占比、不良反应发生

率占比均为观察组比对照组低，即 P ＜ 0.05，具有统计

学差异性。即应用之后，可以让护理人员在输液期间确

保其操作准确性，并根据标准流程加以操作，实现一次

性完成输液穿刺操作，并且疏导患者心理不良情绪，以

此让其保持放松状态，并给予患者最大程度安慰、鼓励，

合理、全面恰当应用护患沟通技巧，能显著提高患者的

护理满意程度 [7-8]。

综上所述，护患沟通技巧应用在急诊患者输液工作

中，可减轻患者疼痛感与不良情绪，显著提升护理满意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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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疼痛评分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x±s/分]

分组
疼痛评分 焦虑因子评分 人际敏感因子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70） 7.35±0.85 1.50±0.34 40.29±6.71 12.60±6.70 43.95±7.55 10.36±3.47

对照组（n=70） 7.30±0.90 4.67±0.50 40.30±6.80 24.16±7.82 44.00±7.80 22.50±5.40

t 0.5102 2.9523 0.8455 11.6451 0.0510 10.0602

P 0.7065 0.0014 1.1041 0.0000 0.5738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