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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中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

万名霞
金塔县人民医院　甘肃　酒泉　735300

【摘要】目的：研究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中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本院普外科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床位号分为对照组 ( 单号，n=48) 和观察组 ( 双号，n=50)，98 例

患者均接受优质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人文关怀模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干预前，两组患

者心理状态评分接近，P1=0.7451，P2=0.6994，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观察组焦虑评分(37.48±2.14)分、抑郁评分(33.05±2.37)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7=0.0001，P8 ＜ 0.0001，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 (89.59±4.23) 分、护理满意

度 (91.08±2.49)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9-10 ＜ 0.0001，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优质护理 + 人文关怀的临床应用效果较为

理想，可以改善手术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治疗信心，并帮助其掌握更多自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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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外科是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临床科室，常见手

术类型包括胃肠手术、胆道手术、乳腺手术，腹腔镜下胆襄

切除、阑尾切除、无张力疝修补术等，是医院外科系统中最

大的专科。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可知，手术治疗患者的负面

情绪较多，严重者甚至会影响手术效果或干扰手术进行，需

要配合有效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方可确保手术顺利完成，

并达到理想的治疗目的。本次研究中，98 例患者均接受优

质护理服务，观察组 50 例患者在此基础上配合人文关怀模

式，其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单纯采用优质护理的对照组，以下

为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的具体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普外科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床位号分为对照组

( 单号，n=48) 和观察组 ( 双号，n=50)；对照组：男 25 例，

女 23 例，年龄 20-68 岁，平均 (44.28±6.17) 岁；手术类型：

阑尾切除 12 例，胆囊及胆道手术 9 例，，胃十二指肠手术

8 例；观察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0-71 岁，平均

(44.96±6.25) 岁；手术类型：阑尾切除 13 例，胆囊及胆道

手术 10 例，胃十二指肠手术 8 例；两组患者基本情况相似，

P 性别 =0.6973，P 年龄 =0.5892，P 手术类型 =0.8426，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优质护理 ( 对照组 + 观察组 )：①结合患者个体情况制

定护理计划；②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并详细讲解本次治疗的

方法、目的、必要性，以及注意事项；③为患者制定合理的

营养支持方案；④针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⑤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予以心理疏导。

人文关怀模式 ( 观察组 )：①定期为护理人员开设人文

关怀专项培训，包括规范的仪表，得体的语言及行为，精湛

的专业技能，积极的团队精神等。②为患者营造舒适、温馨

的治疗环境，主动帮助初入院的患者适应新的环境，建立新

的人际关系。③了解患者的个人兴趣、爱好，并以此为切入

点与患者进行沟通，鼓励患者表达真实想法，在赢得患者信

任后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④对负面情绪较多的患者进行

重点心理维护。

1.3 观察指标

①护理干预前后患者心理状态，依据焦虑及抑郁评估

量表进行评估；②患者自护能力及护理满意度，均采用自拟

问卷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分析

数 据 处 理：SPSS24.0 统 计 学 软 件； 资 料 描 述： 计 数

资料为 (n%)，计量资料为 ( X±s)；差异检验：计数资料为

χ2，计量资料为 t；统计学意义判定标准：P ＜ 0.05。

2 结果

表 1 组间对比护理干预前后患者心理状态 ( 分 )

组别 例数
焦虑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 照

组
48 50.28±3.35 39.36±2.37 18.4365 ＜ 0.0001 46.54±4.17 38.34±2.28 11.9537 ＜ 0.0001

观 察

组
50 50.51±3.62 37.48±2.14 21.9098 ＜ 0.0001 46.87±4.26 33.05±2.37 20.0460 ＜ 0.0001

t / 0.3260 4.1247 / / 0.3873 11.2530 / /

P / 0.7451 0.0001 / / 0.6994 ＜ 0.0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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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组间对比护理干预前后患者心理状态

干预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接近，P1=0.7451，

P2=0.6994，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及抑郁

评分均明显下降，P3-6 ＜ 0.0001，且观察组两项评分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P7=0.0001，P8 ＜ 0.0001，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1：

2.2 组间对比患者自护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两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9 ＜ 0.0001，P10

＜ 0.0001，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组间对比患者自护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 分 )

组别 例数 自护能力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48 76.37±5.64 87.27±4.36
观察组 50 89.59±4.23 91.08±2.49

t/χ2 / 13.1619 5.3389
P / ＜ 0.0001 ＜ 0.0001

3 讨论

优质护理是对基础护理的一次强化、升级，该模式以

患者为中心，围绕患者的实际需求开展护理服务，并全面落

实护理责任制，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其综合素

养 [1、2]。本院开展优质护理以来，患者满意度明显上升，

护理投诉及护患纠纷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护理服务成本亦得

到有效控制。为了达到更为理想的护理效果，本院在优质护

理的基础上施加了人文关怀模式，希望能够更好的满足患者

个性需求，并且让患者充分感受到护理人员的爱护和尊重。

    本研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

自护能力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并获得了更高的护理满意度评

价，证明优质护理 + 人文关怀模式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有

效性，刘爱娟的研究可为本研提供更多佐证 [3]。通过本次

研究，笔者将人文关怀模式的主要优点归纳为三点：①更突

出“以人为本”的护理原则 [4]；②护理人员在开展人文关

怀的过程中增强了自我职业认同感 [5]；③护患关系更加和

谐，与护理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几率明显降低 [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优质护理服务基础上施加人文关怀，可

以进一步提升护理质量，使患者充分感受护理人员的尊重和

关爱，从而消除术前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促使手术顺利

完成，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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