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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门诊护理人员照料患者的措施

蒋雯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发热门诊护理人 员照料患者的措施。 方法：选择我院 2020年 7月到 2021年 7月门诊就诊的 80例发
热患者为 研究对象，将其均实施护理人 员照料，主 要从 健康教育、心理引导、体温检测、自我防护等方面进行护理，分析护
理前，护理后患者心理状况、发热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 形成率以 及合理用药知晓率等、分析患者护理满意度。 结果：护理
后患者 SAS、SDS评分明显降低，（P<0.05）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护理后患者发热有关知识知晓情况、健康行为 形
成情况以 及自我防护能力，态度转变情况评分明显增高，（P<0.05）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80例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
照料措施满意 35例，基本满意 40例，不 满意 5例，满意度 93.75%。 80例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满意度较高。 结论：

做好发热门诊患者护理照料能够改善心理状况，提高发热等有关知识认知度，从 而积极配合护理人 员工作 ，同时还能达到患
者满意目的。
【关键词】：发热门诊；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满意度；心理状况

Measures of Nursing Staff in Fever Clinic to Care for Patients
Wenmei Jiang

Lo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asures of nursing staff in fever clinic to take care of patients. Methods: From July 2020 to July
2021, 80 patients with fever who visited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of them
were cared for by nursing staff,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health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emperature detection,
self-protection and so on. After nursing,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fever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health behavior formation rate
and rational drug use awareness rate, and analyz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fever related
knowledge, health behavior formation, self-protection ability and attitude change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80 patients with fever, 35 were satisfied with nursing care measures, 40 were
basically satisfied, 5 were not satisfied,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93.75%. 80 patients with fever had high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measures. Conclusion: Good nursing care of fever outpatients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fever and so on, so as to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he work of nursing staff, but also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Keywords: Fever clinic; Nursing staff; Care; Measures;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发热是门诊常见的症状之 一 ，是正规医院门诊部在防控
急性传染病期根据上 级指示设立的，专 门用于 排查疑似传染
患者，治疗发热患者的专 用诊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途
径包括飞沫和接触传播。 早期症状为 肌肉酸痛等，多数患者
体温在 37.3℃以 上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速度极快，对社
会发展影响较大。 医院发热门诊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
关卡。 发热门诊患者对新冠肺炎了 解较低，担心自身为 新冠
肺炎感染者，会出现紧张、恐慌等情绪[1]。 在医院发热门诊
中 不 仅 需要做好体温检测等基础护理，还需做好患者心理引
导，稳定情绪，同时对患者进行发热、传染疾病等有关知识
宣教，提高发热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2]。 除外还需要告知患
者护理措施重要性，提高护理照料配合度。 此次研究则分析
发热门诊护理人 员照料患者的措施，为 发热门诊护理提供参
考意见。 详细内容见下 文。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 20 年 7月到 20 21 年 7月门诊就诊的 80 例

发热患者为 研究对象，将其均实施护理人 员照料，主 要从 健
康教育、心理引导、体温检测、自我防护等方面进行护理，
分析护理前，护理后患者心理状况、发热知识知晓率、健康
行为 形成率以 及合理用药知晓率等、分析患者护理满意度。
80 例患者中 男 47（58.75%）例，女 33（41 .25%）例，年龄
范围 27岁到 77岁，平均年龄 39.47± 2.33 岁。 纳入标准：
（1）均知晓本文研究内容，目的。 （2）均进行体温检测，
均在 37.3℃以 上 。 （3）发热前 14天内无疫情高风险旅行史
和居住史。 排除标准：（1）体温在 37.3℃或以 下 。 （2）精
神异常，沟通困难，认知障碍。 （3）配合度较低。 （4）中
途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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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方法
1.2.1 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
（1）护理人 员接待患者，提醒正确佩戴口罩，要求出

示健康码和行程码，询问患者发病前 14天内有无疫情高风
险区域旅行史和居住史。 询问患者发病前 14天内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接触史。 指导患者正确填写身份 证号码和联系电话。

（2）接待患者后，进行体温检测，登记，了 解患者发
热情况、发病时间以 及不 适症状等。 观察患者症状变化，表
情，面色，精神状态等。 对于 体温较高，发病急促，病情较
严 重患者优先就诊。

（3）发热患者随着体温上 升，会出现畏寒等情况，护
理人 员需要做好患者保暖措施。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控
制在舒适范围，避免由于 通风或者温度较低导致患者机体不
适。 根据不 同发热患者采取不 同的降温措施，改善患者发热
引起的不 适。 患者体温在 38.5℃以 下 可以 暂时不 采取退热措
施，鼓励患者多喝水，加强保暖。 体温在 38.5℃到 39℃时，
利用温水或者酒精擦拭患者额头、颈部、腋窝等降温。 体温
在 39℃以 上 患者应该立即安排就诊，实施物理降温，再给予
降温药物。 做好高热惊厥、虚脱等症状预防。 如果发现患者
存在烦躁、焦虑、意识模糊等，需要及时处理。 患者退热后
汗水较多，护理人 员提醒患者及时将汗水擦拭掉。 如果汗水
较多，则需要及时更换衣物，避免着凉。

（4）健康教育，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制定疾病宣传手册，内容主 要有：疾病诱发原因、疾病传染
源、潜伏期、易感人 群、传播途径等。 制定有关知识内容的
小视频、图片等引导患者进行观看。 将视频以 动画形式在病
区进行连续播放，提高患者对疾病认知度。 除外向患者介 绍
发热措施重要性、传染疾病自我防护措施等，提高患者护理
依从 性和自我防护意识。 自我防护措施主 要包括：防护口罩
佩戴方式、手部清洁方法等。 对于 理解能力较弱患者，护理
人 员可以 进行面对面讲解。

1.3观察指标
根据焦虑自评量表（SA 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分析

门诊发热患者护理前，护理后心理状况变化。 SA S、SDS评
分总分为 10 0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心理状况越差。

分析护理前，护理后门诊发热患者发热有关知识知晓情
况、健康行为 形成情况以 及自我防护能力，态度转变情况。
每方面总分为 10 0 分，分数越高情况越好。

分析 80 例门诊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满意度。
满意度总分为 10 0 分，90 分以 上 为 十分满意，60 分到 90 分
为 基本满意，60 分以 下 为 不 满意。满意度=（满意+ 基本满意）
/总例数。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SPSS20 .0 软件 中 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 sx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并以
率（%）表示，（P< 0 .0 5）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分析护理前、护理后SA S、SDS评分
得出结果，护理后患者SA S、SDS评分明显降低，（P< 0 .0 5）

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1。
表 1 分析护理前、护理后SA S、SDS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SA S SDS

护理前 80 80 .55± 2.30 82.13± 2.33

护理后 80 57.24± 1 .44 55.67± 1 .60

t - 76.832 83.732

P - 0 .0 0 1 0 .0 0 1

2.2分析护理前、护理后行为 、认知、态度情况
得出结果，护理后患者发热有关知识知晓情况、健康行

为 形成情况以 及自我防护能力，态度转变情况评分明显增高，
（P< 0 .0 5）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2。
表 2 分析护理前、护理后行为 、认知、态度情况（ sx  ）

组别 例数

发热有
关知识
知晓情
况

健康行
为 形成
情况

自我防
护能力

态度转
变情况

护理
前

80
70 .0 3±
2.13

73.45±
2.19

72.33±
2.20

70 .0 9±
2.37

护理
后

80
88.77±
3.27

89.20 ±
2.33

89.46±
2.78

90 .23±
2.90

t - 42.950 44.0 55 43.218 48.0 98

P -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2.3分析门诊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满意度
80 例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料措施满意 35（43.75%）

例，基本满意 40（50 %）例，不 满意 5（6.25%）例，满意度
93.75%（75例）。 得出结果，80 例发热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
料措施满意度较高。

3 讨论

发热门诊是一 个 特殊的诊疗场所，患者经常会出现烦躁、
焦虑、紧张等不 良情绪。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热门诊
患者害怕确诊为 传染病，不 良情绪更加严 重。 部分患者缺乏
家属鼓励和支持，导致治疗积极性较低。发热患者体温上 升，
会出现寒战、心跳加速、呼吸加快等症状[3]。 对于 发热门诊
护理工作 需要引起重视。给予 患者有效的护理照料，对心理、
病情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效果。

在发热门诊中 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有恐惧紧张，焦虑多
疑，悲观失望。 发热患者体温升高后患者会出现心跳加快，
呼吸加快，面色苍白等症状，加上 受当前疫情影响，会导致
出现恐惧紧张不 良情绪[4-5]。 发热患者一 般需要进一 步检查诊
断，确诊是否为 传染疾病，这个 时候患者会出现焦虑多疑不
良情绪。发热患者害怕自身为 新冠肺炎，害怕治疗效果较差，
加上 缺乏 家属支持，导致出现悲观失望不 良情绪。 发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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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认知较弱，发热有关知识认知较弱，导致在护理人 员
照料期间容易出现不 配合情况，影响护理人 员工作 积极性和
护理质量[6-7]。 给予 护理照料，对患者实施针对性体温护理，
对不 同体温采取不 同的降温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因体温升高
产 生的不 适感。 对患者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
烦躁、焦虑、紧张等不 良情绪[8-9]。 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能
够提高患者发热有关知识知晓情况，提高护理配合度，保证
护理质量。 此次研究则分析发热门诊护理人 员照料患者的措
施。结果发现，护理后患者SA S、SDS评分明显降低，（P< 0 .0 5）
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护理后患者发热有关知识知晓
情况、健康行为 形成情况以 及自我防护能力，态度转变情况
评分明显增高，（P< 0 .0 5）为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80
例患者对护理人 员照料情况满意度较高，满意度高达 93.75% 。
姚娟娟[1 0 ]等人 研究发热门诊患者护理中 加强规范化健康教育
提高遵医行为 与 疾病知晓率的作 用。 姚娟娟等人 研究发热门
诊患者中 采取舒适护理后达到的效果。 舒适护理主 要包括心
理护理、健康教育等。 和本文研究的护理照料方法相似。 采
取舒适护理后患者疾病知晓率、遵医用药率、护理满意度均
较高。 除外发现护理纠纷发生率也 较低。 说明在发热门诊中
实施有效的护理照料措施十分重要，不 仅 能够改善患者心理
状况，还能达到患者满意度目的，提高医院信誉。 万 琼霞[11 ]

等人 将发热门诊患者作 为 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表方式
分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和规范化健康教育护理。结果发现，
采取规范化健康教育护理后患者遵医行为 与 疾病知晓率明
显升高。 在遵医率方面，采取规范化健康教育护理后高达
97.44% 。 在疾病知晓率方面，采取规范化健康教育护理后高
达 94.87% 。说明在发热门诊中 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措施尤为
重要。

综上 所述，做好发热门诊患者护理照料能够改善心理状
况，提高发热等有关知识认知度，从 而积极配合护理人 员工

作 ，同时还能达到患者满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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