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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急诊危重患者在磁共振检查中的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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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急诊采用磁共振对危重症患者进行检查的过程中，采取的护理措施及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于本院随

机抽取了 62例 2020年 2月 -2021年 2月急诊接收的危重症患者进行，按照电脑排序均分为 2组，各 31例。其中，接受常

规护理的为参照组，接受优质护理的为研究组，将不同方案下的效果进行对比。结果：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对检查有更高

的依从性，其数据于组间显示出明显差异（P＜ 0.05）。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更低，其数据于组间显

示出明显差异（P＜ 0.05）。 结论：急诊采用磁共振对危重症患者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优质护理的应用能够对患者的依从

性进行明显的提高，减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保证检查过程的顺利和检查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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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是医院部门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对危重症患者

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其病情，快速制定最有效

的措施，缩短抢救的过程的整体用时，保证患者的生命

安全。在临床诊断方面，磁共振由于图像清晰度好、影

响因素少、无辐射成分等，受到了医患双方的青睐，应

用较为广泛，但从另一个方面进行分析，磁共振扫描用

时较长、检查环境封闭性较强、部分有金属等植入患者

不能受检等，也对其实际应用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1]。而

针对不同危重患者的实际需求分析，在进行磁共振检查

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护理工作的质量。鉴于此，

本次研究即分析急诊采用磁共振对危重症患者进行检查

的过程中，采取的护理措施及效果，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于本院随机抽取了 62例 2020年 2月 -2021

年 2月急诊接收的危重症患者进行，按照电脑排序均分

为 2组，各 31例。参照组囊括 25-60岁年龄段患者，组

内年龄均数为（42.32±17.32）岁；其中包括女性 12例，

男性 19例。研究组囊括 26-61岁年龄段患者，组内年龄

均数为（43.61±17.61）岁；其中包括女性 11例，男性

20例。统计两组患者资料并使用计算机对比，未见组间

数据有显著差异（P＞ 0.05），有对比研究价值。

1.2方法

参照组对患者展开常规护理，由护理人员在检查前

指导患者取出金属等物品，检查过程中指导患者进行体

位调整等。研究组于检查过程中对患者开展优质护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2.1检查前护理

检查前积极做好预约布置，确定患者对检查无禁忌

症，了解其体内是否存在金属等材质的植入物。根据患

者动态体征监测评估其病情变化及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不良情况等，向主治医生、患者及家属做好交代，了

解患者检查部位进行相应的准备。同时，要向患者和家

属进行积极的沟通，讲解磁共振的基本操作及检查的重

要性等，并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的回答，对患者

的紧张情绪进行安抚。

1.2.2检查中护理

检查过程中，要保持和患者的沟通，并观察其症状

表现，当患者出现寒战、发热等过敏反应时及时停止；

对于部分患者，需要常规予以吸氧、固定、镇静等处理，

保证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安全。对于心理及生理出现异

常的患者要及时确定其情况，并马上停止检查进行抢救。

1.2.3检查后护理

检查结束后采取安全性最高的方案对患者进行搬动，

尽量避免对患者造成振动，刺激其病情变化；检查完成

后对患者状态进行观察，确定无异常情况后将其送回病

房。

1.3观察指标

对比患者于不同护理方案下对检查的依从性，并统

计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情况。

判别标准 [2]：使用依从性量表对患者表现进行评

估，满分为 10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依从性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计算分析过程使用 SPSS21.0软件完成，t

和 x2进行检验，（ ±s）作为计量资料，对比有显著

差异时（P＜ 0.05）。

2 结果
2.1对比不同方案下患者对检查的依从性

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对检查有更高的依从性，其数

据于组间显示出明显差异（P＜ 0.05）。如下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方案下患者对检查的依从性对比（ ±s）

组别 例数 依从性
参照组 31 4.62±1.65
研究组 31 6.33±1.45

t - 1.334
P - 0.000

2.2对比不同方案下患者于检查中出现不良反应的

几率

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更低，其

数据于组间显示出明显差异（P＜ 0.05）。如下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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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方案下患者于检查中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发热 皮疹 寒战 发生率

参照组 31 1 3 2 6（19.35%）

研究组 31 0 0 1 1（3.23%）

x2 - - - - 4.026

P - - - - 0.045

3 讨论
急诊是医院抢救危重患者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护理

工作的质量对患者病情的影响不逊于治疗带来的影响，

而准确的病情诊断则是治疗和护理方案的重要依据 [3]。

磁共振是当前临床最常用的诊断技术之一，其在应用过

程中有着明显的优势，检查不存在创伤和辐射、检查图

像清晰度和分辨度较高、安全性较好等 [4]。但与此同时，

磁共振检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患者扫描用时较长，

期间检查环境相对封闭，加上及其运转的噪声等，容易

对患者造成不利的影响，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

保证患者的检查能够安全顺利的完成。

常规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主要是在检查前询问是

否有禁忌症及金属物植入，检查中指导患者体位调整等，

而对于急诊危重患者来说，这种模式明显不能满足临床

的需求 [5]。而在对患者采取优质护理的过程中，首先要

做好预约工作，充分了解患者的疾病种类、体征症状、

禁忌症、体内有无植入物等，评估其检查中的风险并做

好预防工作；向患者和家属介绍磁共振检查的基本流程，

强调检查的优势和重要性，安抚患者的不良情绪，耐心

解答其疑问等；检查过程中保持和患者的交流，并观察

患者情况，对于出现异常的患者及时停止检查，必要的

马上进行抢救；在检查结束后轻柔移动患者，避免剧烈

的波动对患者病情产生刺激 [6]。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对检查

有更高的依从性，其数据于组间显示出明显差异（P

＜ 0.05）。患者于研究组方案下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更

低，其数据于组间显示出明显差异（P＜ 0.05）。可见，

优质护理下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医护的工作，提高检查

过程的顺利性和安全性，得到更准确的检查结果，为治

疗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急诊采用磁共振对危重症患者进行检查

的过程中，优质护理的应用能够对患者的依从性进行明

显的提高，减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保证检查过

程的顺利和检查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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