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2 卷第 4 期 2020 年

21

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程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

特需病房的影响分析

施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程人文关怀护理对特需病房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我院于 2018年 6月-2019年 7月这一

期间收治的 80例特需病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划分成对照组（40例）和研究组（40例），两组分别使用

常规护理、全程人文关怀护理，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后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为特需病房进行全程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可以提升护理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值得临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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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需病房是伴随我国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而顺势形成，特需

病房内的患者都对治疗、护理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特需病房

内的医护工作人员在专业领域方面也需要更加高的成就，尤其在

护理工作上，更要最大限度满足患者的特殊要求。伴随社会的不

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理念也随之改变，在医护领

域的服务需求也得到了提升，患者不但寻求基础护理服务，更加

希望得到心理、精神领域的服务[1]。为进一步把人文关怀理念应

用到实际护理当中，本文主要研究人文关怀对特需病房的患者进

行护理的效果，并对护理结果进行分析总结，详细报道见下文。

1 条件和方式

1.1 基本条件

采用我院于 2018年 6月-2019年 7月这一期间收治的 80例
特需病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划分成

对照组（40例）和研究组（40例），两组分别使用常规护理、全

程人文关怀护理。对照组中，男女人数分别为 22例、18例；年

龄区间是 31至 76岁，年龄平均值是（45.15±3.67）岁；护理人

员总计 10人，学历包括：本科 5人，大专 5人；职称包括：副

主任护师 2名，主管护师 5名，护师 3名。研究组中，男女人数

分别为 21例、19例；年龄区间是 32至 75岁，年龄平均值是（44.37
±3.48）岁；护理人员总计 10人，学历包括：本科 6人，大专 4
人；职称包括：副主任护师 3名，主管护师 3名，护师 4名。对

比后可见，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并无显著差别，研究可比（P>0.05）。

1.2 方式

对照组：为特需病房进行基础护理操作，如打扫病房卫生、

叮嘱患者按时用药、指导患者调整饮食习惯等。

研究组：为在对照组基础上为特需病房进行人文关怀护理模

式，具体内容为：①维持房间干净卫生，保持室内光线明亮，家

具摆放整齐，床单被罩、物品设施干净卫生，为房间配备中心供

氧设施，病床采用多功能式，并为患者配备对讲式呼叫机。病房

环境在色彩搭配上要展现人性化温暖，尽量使用暖色调系，通常

使用蓝色调。②护理人员要熟练掌握护理流程，不能浓妆艳抹，

要严格遵守服务制度和行为规则，且在服务过程中保持微笑礼貌

的态度，要主动和患者交流，为患者进行耐心详细的健康教育讲

解。③按照患者病情和基础资料，给患者安排合适的病房，也可

通过网络或电话预约的形式，为患者预留病房。患者出院时，将

有关资料和证明如实交付。住院期间责任护士要按照患者个体化

需求为其进行针对性服务，如果患者含有高血压病症，要严格叮

嘱其用药，确保每天对其血压进行测量。如果患者是糖尿病患者，

要对其血糖水平进行测量，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并定期测量血

糖水平，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④安全管理，特需病房的门禁

全天候关闭，可以最大限度保护患者安全，按照患者生活规律，

给其安排最合适的探视时间，并对来访客人进行详细记录，全面

保障患者隐私。⑤对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定期为护理人员进行

培训，包括护士礼仪、沟通技巧、人文关怀与和谐护患关系等，

并为护士提供相关书籍，让护士加强关怀意识，提升人文关怀水

平。⑥为护士进行四化管理模式，包括情感化、需求化、民主化

和激励化。情感化：护士长利用不同方式和护士人员进行沟通，

掌握护士存在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并适当对其进行关怀照顾。需

求化：护士长掌握护士的相应需求后，最大限度对其满足，并按

照具体情况合理为护士排班。民主化：定期组织座谈会，了解病

房问题，护士长认真采纳意见，并付诸行动。激励化：对表现优

秀的护士予以表彰，加强护士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有利于护士投

入更大热情在工作当中。并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促进

护士提升自身素质。⑦为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因为患者患有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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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存在负面心理，如焦虑、抑郁等，因此治疗前护理人员要

向患者讲解疾病知识，帮助患者了解病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将并发症的预防和疾病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让患者了解病

情的同时，可以掌握预防知识，消除患者对疾病的紧张、恐惧感，

促进患者对治疗的配合[2]。

1.3 参考标准

对两组患者护理后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情况进行分析比较。护理满

意度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满意、不满意四方面，总满意度

为非常、比较和满意度之和。

1.4 统计学方式

通过 SPSS软件（18.0版本）做统计，包括计数和计量两方

面，分别用百分比和（ sx  ）显现，并通过卡方和 t检验，若

P<0.05，表明组间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

2 效果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

究

组

40 20（50.00） 10（25.00） 7（17.50） 3（6.00） 37（92.50）

对

照

40 10（25.00） 5（12.5） 15（37.50） 10（25.00） 30（75.00）

组

X² 5.3333 2.0513 4.0125 4.5006 4.5006

P 0.0209 0.1520 0.0451 0.0338 0.0338

3 讨论

伴随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特需医疗模式逐渐

形成，特需病房也随之产生。特需病房的患者大部分都具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且文化程度较高，对治疗和服务要求也非常高。因

此，特需病房在医疗服务上必须提高水平，才能高度完成患者的

特殊要求。最近几年，我国护理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基础护理为前

提，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当中特别指出要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护

理理念以及人文关怀投入进对患者的护理服务中，在常规护理基

础上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3]。

全程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以优质护理为工作基础，最大限度满

足患者需求为主导，按照以人为本、以爱为先的理念，将人性化

护理贯穿于各个护理环节。让患者在治疗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方便、

舒适的护理服务，让患者感到温暖，受到尊重，从而达到让患者

从不同方面恢复健康的目的。并且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下，为护

理人员进行四化管理，能够让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出

来，促进护理人员投入更深的人文关怀，从而让患者、家属和社

会都能够满意，利于提升护理服务品质，帮助医院打造良好形象

[4]。

从本文研究可知，为特需病房提供全程人文关怀护理，可以

增加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从而提升护理水平，提高医院

声誉，足见全程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特需病房的重要性。

综上，为特需病房进行全程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可以改善患

者护理体验，提升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一定护理优势，可

以帮助医院建立良好形象，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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