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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急诊输液室静脉输液患者中的应用

胡 怡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在急诊输液室静脉输液患者中 的效果。 方法：研究对象急诊输液室 62例静脉输液患者，接
诊后以 电脑随机法分为 对照组（n=31）、观察组（n=31）两 组，分别给予 常规护理及心理护理，并进行护理效果的组间对照
分析，研究起止时间为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结果：观察组护理后评分（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
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急诊输液室接诊患者后在静脉输液过程中 落实心理护理
能有效改善患者心态、预防不 良反应和护患纠纷的发生，使患者对护理工作 更加认可。
【关键词】：心理护理；急诊；静脉输液；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Intravenous Infusion Patients in Emergency Infusion
Room
Yi Hu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emergency transfusion
room. Methods: 62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the emergency transfusion roo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31)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1). They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respectively, and the inter-group
control analysis of nursing effect was conducted. The study started and ende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Results: The
post-nursing score (psychological stat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ne-time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incidence of nurse-patient dispu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process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after receiving patients in emergency transfusion roo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mentality, prevent adverse reactions and nurse-patient disputes, and make patients more recognized
for nursing work.
Keywords: Psychological nursing; Emergency treatment; Intravenous infusion; Mentality; Nursing satisfaction

急诊输液室是医院的一 种主 要组成部门，其工作 内容主
要是完成其他 科室临 时输液任 务以 及相关咨询。 每日有大量
的患者需要在急诊输液室进行静脉输液，患者疾病种类繁多，
在输液过程中 一 些 患者会出现病情突然恶化等不 良事 件 。 为
了 尽早发现疾病的变化情况，护理人 员要和患者做好沟通工
作 ，语言交 流是护理人 员和患者最好的、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护理人 员通过交 流能够捕捉患者的信息。 而通过良好的沟通，
护理人 员能够得到患者的信任 和理解，这也 是心理护理的主
要手段[1 ]。 急诊输液室日常工作 中 由于 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很
容易出现沟通不 及时、不 充分的情况，导致出现护患纠纷。
对急诊输液室出现护患纠纷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其主 要诱
因是沟通不 到位导致患者出现不 良事 件 ，而难以 沟通的主 要
原因是患者心态不 稳定，严 重的焦虑、抑郁等不 良情绪导致
患者不 能清晰地表达出自身的感受。 常规护理下 护理人 员自
身和患者沟通的能力不 高，没有接受过专 业 心理护理培训，
不 能准确评估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导致在和患者进行沟通
中 不 能准确捕捉患者的需求，再加上 患者及时家属心态不 稳
定，不 管是语言还是行为 稍有不 慎，极易诱发护患纠纷，因

此，急诊输液室护理人 员需要针对输液患者及其家属开展心
理护理，使其在输液治疗中 保持稳定的心态，这样不 仅 能够
使患者对护理人 员充满信任 ，还能使其对护理工作 充分理解，
从 而降低护患纠纷出现的概率，提升护理质量[2]。 现做如下
报告：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研究对象急诊输液室 62例静脉输液患者，接诊后以 电

脑随机法分为 对照组（n = 31）、观察组（n = 31）两 组，分别
给予 常规护理及心理护理，并于 20 20 年 1 月－20 21 年 12月
期间进行组间对照研究。 所有患者临 床资料完整，签署知情
文件 。 同时将排除年龄≤ 18岁，以 及认知障碍、沟通异常、
恶性肿瘤、处于 妊娠及哺乳 期、严 重免疫性/代 谢性/器质性
病变、随访失联、无法配合护理人 员完成相关问卷调查。 本
次研究所有数据均经过院内伦理委员会核实，并在其批准下
展开。

对照组男 17/女 14例，年龄33-72岁，均值（56.15± 3.66）
岁；体重 59-82k g，均值（68.54± 7.75）k g；受教育年限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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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值（15.82± 3.37）年。观察组男 16/女 15例，年龄 36-73
岁，均值（56.23± 3.70 ）岁；体重 61-84k g，均值（68.89±
7.88）k g；受教育年限 7-20 年，均值（15.88± 3.50 ）年。 一
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 .0 5）。

1 .2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口头输液相关知识健康宣教、观察是否出现

不 良反应等常规护理。
1.2.2观察组
观察组：常规护理+心理护理。 （1）由于 大部分输液患

者对相关知识并不 了 解，如不 了 解注意事 项、输液的目的和
作 用、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等，不 能和护理人 员做好配合。
因此，护理人 员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普及输液相关知
识，使患者认识到静脉输液的目的，了 解不 良反应的典型表
现以 及处理措施，使其能够在出现不 良反应的时候及时发现
并自行进行简单处理。 （2）在急诊输液室进行静脉输液患
者的主 要特点是突然发病、病情重且 变化快，在静脉输液过
程中 病情可能骤然变化，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恐惧等不 良情
绪，导致其遵医嘱依从 性较差，和护理人 员的配合不 佳，对
控制病情十分不 利。 因此护理人 员在实施护理操作 的过程中 ，
要关注患者的情绪波动，一 旦发现患者存在较为 严 重的不 良
情绪，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引导患者释放心理压力；鼓
励患者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感受，护理人 员要耐心帮助患者解
除疑惑，使其能在平和心态下 进行静脉输液。 护理人 员询问
患者喜好的音乐 、电视节目等，为 其播放，将其注意力有效
转移。 （3）护理人 员在进行静脉穿刺之 前，必须和患者进
行沟通，只有患者同意后才能实施穿刺，另外事 先还要了 解
患者对哪些 药物过敏，要仔 细检查患者皮肤的完整性以 及血
管情况；确保穿刺所选择的血管符合要求，在穿刺的过程中 ，
要主 动使用语言和患者进行沟通，将其注意力吸引到其他 地
方，避免其看到穿刺过程而过于 紧张，提高一 次性穿刺成功
率，预防皮下 血肿等不 良事 件 的发生；完成输液治疗后，护

理人 员要稳定的、精准的、快速地拔针；在输液过程中 护理
人 员要对巡视力度进一 步提升，确保在不 良事 件（药液渗透、
针头移位和滑脱、穿刺位置红肿等）出现的第一 时间发现并
采取有效处理措施；护理人 员选择最适宜的血管进行穿刺，
有效地降低静脉炎出现的概率；冬季护理人 员要将保暖工作
做好；护理人 员要定时查看滴管中 药液的高度，并结合患者
的实际情况、使用药物的类型等调节最适宜的输液速度；护
理人 员在整个 操作 过程中 必须严 格遵循无菌要求，全面落实
“ 单人 、单管、单针” 的原则；每日严 格按照消毒、杀菌、
通风的要求处理急诊输液室。 （4）护理人 员要确保为 患者
提供安静、舒适的输液室环境，要加大管理输液室环境的力
度，叮嘱患者及其家属不 能在输液室抽烟、大声喧哗，确保
输液室安静。 完善基础设施配备饮水机等。 （5）护理人 员
在输液前先要仔 细核对患者及药物信息，要了 解药物的化学
和物理性质，仔 细确定药物处于 保质期内，检查药物内部是
否存在杂质，确保患者输注的药物符合质量要求。

1.3指标观察
（1）自制护理满意度评分量表分值越高患者对护理工

作 的认可度越高。 （2）汉密顿抑郁量表分值越高患者心态
越差。 （3）不 良反应观察指标为 静脉炎、药液外渗、皮下
血肿。 不 良反应发生率= 发生例数/总例数× 10 0 % 。 一 次性穿
刺成功率= 成功例数/总例数× 10 0 % 。 （4）护患纠纷发生率=
发生例数/总例数× 10 0 % [3]。

1 .4统计学分析
SPSS25.0 版本软件 处理研究数据，变量资料以 “ t” 计

算，定性数据用 x2核实，并分别以 （ x± s）与 （%）表示，
P＜0 .0 5时为 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护理满意度评分
护理前两 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P>0 .0 5），护理后观

察组高于 对照组（P< 0 .0 5）。 见表 1：

表 1 对比护理满意度评分（n = 31， ± 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主 动服务
护理前 73.26± 3.14 73.51± 3.19 0 .31 0 0 .756

护理后 93.78± 4.26 85.12± 4.0 3 8.222 0 .0 0 0

健康宣教
护理前 72.84± 3.52 72.73± 3.51 0 .123 0 .90 2

护理后 92.98± 4.1 1 83.36± 3.67 9.720 0 .0 0 0

交 流能力
护理前 74.16± 3.84 74.67± 3.82 0 .524 0 .60 2

护理后 93.16± 4.38 84.28± 3.65 8.671 0 .0 0 0

穿刺技术
护理前 72.73± 3.49 72.64± 3.31 0 .1 0 4 0 .917

护理后 92.94± 4.53 84.61± 3.76 7.878 0 .0 0 0

输液环境
护理前 73.45± 4.12 73.1 1± 4.0 6 0 .327 0 .744

护理后 93.63± 4.91 84.24± 3.63 8.56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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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比心理状态评分
护理前两 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p>0 .0 5），护理后观察

组低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2：

表 2 对比心理状态评分（n = 31， ± s，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抑郁
护理前 5.23± 2.34 5.31± 2.36 0 .134 0 .893

护理后 1.42± 0 .37 2.24± 0 .56 6.80 2 0 .0 0 0

精神焦虑
护理前 4.18± 1 .37 4.26± 1 .43 0 .224 0 .822

护理后 1.24± 0 .95 2.17± 0 .67 4.454 0 .0 0 0

睡眠障碍
护理前 3.86± 1 .62 3.72± 1 .36 0 .368 0 .713

护理后 1.61± 0 .34 2.47± 0 .56 7.30 8 0 .0 0 0

激越
护理前 3.34± 1 .48 3.61± 1 .39 0 .740 0 .461

护理后 1.29± 0 .23 2.32± 1 .24 4.547 0 .0 0 0

迟缓
护理前 5.16± 2.64 5.23± 2.71 0 .1 0 3 0 .918

护理后 1.31± 0 .42 2.53± 0 .58 9.485 0 .0 0 0

躯体焦虑
护理前 3.31± 1 .82 3.64± 1 .29 0 .823 0 .413

护理后 1.34± 0 .49 2.67± 0 .82 7.752 0 .0 0 0

2.3对比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
观察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优于 对照

组（P＜0 .0 5），见表 3：
表 3 对比不 良反应发生率和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n，%）

分
组

例
数

一 次性穿刺
成功率

不 良反应发生率

成
功

成功
率

静
脉
炎

药液
外渗

皮下
血肿

发生
率

观
察
组

31 29 93.55
0

0 .0 0
0

0 .0 0
1

3.22
1

3.22

对
照
组

31 22 70 .97
1

3.22
2

6.45
3

9.67
6

19.35

t 5.415 4.0 26

P 0 .0 19 0 .0 44

2.4对比护患纠纷发生率
观察组护患纠纷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 .0 5），见表 4：

表 4 对比护患纠纷发生率（n，%）
分

组

例

数

服务

态度

排队等

候
治疗不 满

纠纷发

生率

观

察

组

31
1

（3.22）

2

（6.45）

0

（0 .0 0 ）

3

（9.67）

对

照

组

31
3

（9.67）

6

（19.35）

1

（3.22）

10

（32.26）

x2 4.769

P 0 .0 28

3 讨论

急诊输液室对于 医院来说具有重大的作 用，急诊接诊的
患者大多是突然发病、病情严 重、在输液治疗过程中 病情有
极大可能出现骤变，因此对于 这类患者来说在静脉输液治疗
的基础上 采取高效的、优质的护理干预措施，使其保持稳定
的、平和的心态，积极主 动地配合护理操作 提高输液治疗的
效果和安全系数。 [4]以 往急诊输液室所采用的常规护理，护
理人 员只重视护理技术的提升以 及确保遵医嘱使用药物，忽
视了 观察和干预患者的心理变化，未体现出人 文关怀，导致
护患纠纷等不 良事 件 的发生率居高不 下 [5]。 另外急诊输液室
进行静脉输液的患者普遍存在严 重的不 良心理，再加上 其由
于 对静脉输液治疗方式、所使用的药物、效果等相关知识并
不 了 解以 及不 知道相关注意事 项，导致在静脉输液治疗过程
中 出现不 良事 件 的概率较高。 因此在静脉输液治疗中 要重视
患者的心理变化，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将患者心理保持在
稳定状态，提高其遵医嘱依从 性和配合度。

心理护理重视在护理工作 中 全面贯穿人 文关怀，坚持以
患者为 中 心的现代 化护理理念，护理人 员不 仅 要主 动提升自
身的静脉输液技能，还要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以 及心理波
动，加强巡视的力度，详细告知患者静脉输液过程中 需要注
意的事 项，结合患者的基本情况和病情为 患者提供针对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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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预措施，指导患者正确的释放心理压力，避免不 良情绪
影响治疗效果和增大安全风险，确保患者取得良好的预后效
果，使其生活品质维持在较高状态。 院内的急诊输液室为 进
行静脉输液的重要场合。 急诊患者大都需要接受静脉输液治
疗。 由此能看出。 为 了 在根本上 确保与 急诊输液室内接受静
脉输液的患者治疗安全格外重.

综上 所述，将心理护理用于 急诊输液室静脉输液患者中
效果十分突出，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穿刺失败，减轻患者痛苦
感，使其在平和心态下 进行静脉输液治疗，降低不 良事 件 出
现的概率，为 患者的安全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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