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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闭恐惧症患者磁共振检查护理干预及效果分析 
陕梦迪   李娟   张彬   张益凡  宋佳林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摘要：目的 探究对幽闭恐惧症患者采用护理干预的方法及干预后对患者检查完成度的影响、护理满意度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
至 2019 年 1 月于我科进行磁共振检查过程中出现了幽闭恐惧症的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n=20）
与对照组（n=20），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具有可比性（p>0.05），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菜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心理护理
干预，观察、比较两种护理方法的患者的检查完成度与护理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为 95%，护理满意度为 100%，而对照组患
者的总体有效率为 75%，护理满意度为 80%，两组比较研究组患者更优（P<0.05）。结论 采用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幽闭恐惧症患者的磁共振检
查完成度，同时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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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闭恐惧症是一种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是对狭小、封闭空间表现

出的恐惧反应，在磁共振检查中，因为环境狭小，光线暗淡，易激发
患者幽闭恐惧症的发生，据相关研究表明，在 MRI 检查过程中，幽
闭恐惧症的发生率为 1%-3%[1-2]，对此类患者需要及时的进行心理疏
导或矫正，否则会导致患者呼吸困难、憋闷、眩晕和情绪失控等表现。
我们应用护理干预此类患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于我科进行磁共振检查过程中出

现了幽闭恐惧症的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患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20 例，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7 例，年龄范围（43-78）岁，平均年龄（63.25±3.87）
岁；对照组患者 20 例，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5 例，年龄范围
（45-76）岁，平均年龄（61.74±3.17）岁。 

1.2 检查方法 
飞利浦 3.0T 超导高磁场磁共振成像仪，该仪器的扫描架中心扫

描孔成筒状，直径 0.7 m，孔深 2.0m，内设照明灯、通风扇、反视镜、
空气传导耳麦，机架上装配扬声器。 

1.3 护理方法 
1.3.1 对照组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具体如下：检查患者全身是否带

有金属异物，询问患者是否有义齿，如有义齿应及时取出。向患者介
绍磁共振检查的过程、检查环境，并解释说明检查的必要性，向患者
说明磁共振检查过程中的各项注意事项。检查前摆好患者体位，对于
在检查过程中需要进行憋气的患者提前做好憋气训练。同时在此基础
上，给予患者抗焦虑药物阿米替林 25mg 单次口服。 

1.3.2 研究组护理方法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方法上加用心理干预，心理干预方

法如下：①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接触，保持良好的态度，耐心寻味
前次检查过程中患者幽闭恐惧症的特点，如当时感觉如何、于何时发
生、后续情况如何等，仔细询问患者家属平素的性格特点，告知患者
幽闭恐惧症能够预防、消除，提高患者信心；②向患者详细的介绍磁
共振的检查过程，告知患者检查过程对人体无害，并预先将患者带入
检查室熟悉环境.  

1.4 评价标准 
对两组患者的检查完成效果进行评价，包括显效、有效、无效三

个层次，其中①显效：患者检查一次性完成，检查过程中与技师配合
良好，无明显不良情况发生；②有效：患者能够较好的配合检查完成，
但检查过程中患者时有紧张、出汗等发生，部分患者检查过程时有中
断，但最终仍坚持完成；④无效：患者检查过程中幽闭恐惧症再次发
作，不能完成检查。 

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分为非常满意、较满意、满意、不
满意等几个层次。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_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检验标准 a=0.05，
当 P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以 logistic 做多因素回归分析，当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检查完成效果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检查完成效果统计如下表 1： 

表 1：两组患者检查完成效果比较表 
组别 病例数（n） 显效[n(%)] 有效[n(%)] 无效[n(%)] 总有效率(%) 

研究组 20 12(60.0) 7(35.0) 1(5.0%) 95.0 
对照组 20 10(50.0) 5(25.0) 5(25.0) 75.0 

t 值     5.942 
P 值     0.017 

由上表可见，研究组患者的检查完成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3.讨论 
幽闭恐惧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其是一种对幽闭、狭小空间所反应

出的一种恐惧状态，当患者被局限于一个幽闭、狭小、局促、光线暗
淡的空间内时即可发病。另一方面，随着磁共振检查的普及，以及人
们对健康的重视，磁共振检查患者越来越多，MRI 以其极佳的软组
织分辨能力，多平面、多参数成像，以及功能和代谢成像，成为某些
疾病首选的检查项目，但是为了保证磁共振检查成像质量 MRI 设备
的主磁体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扫描孔的直径也有限，因此形成了磁共
振检查孔的幽闭空间，同时在检查过程中机器运转声音较大，而磁共
振检查的时间也较长。这些因素都使得在磁共振检查过程中较易诱发
患者幽闭恐惧症的发作，从而影响成像质量，部分患者须中止检查。 

幽闭恐惧症是由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因此从心理上干预能有效减

低幽闭恐惧症的程度、发作。在我们的观察中，为预防幽闭恐惧症的
发作，首先应向患者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检查环境，其次让患者意识
到幽闭恐惧症能够预防、消除，提高患者信心，再次应消除患者对磁
共振检查本身的恐惧，更为重要的是，患者应学会应对一些检查过程
中的不良情绪，学会分散注意力等。我们对 40 例患者分别采用心理
干预与普通方法护理进行幽闭恐惧症的应对，结果发现采用心理干预
的研究组患者其检查完成效果更好，其护理满意度也更高。 

综上所述，采用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幽闭恐惧症患者的磁共振检
查完成度，同时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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