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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管理干预在门诊静脉输液患者中对其 HAMA 评分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 年 2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门诊静脉输液患
者 100 例，分为两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应用护理管理干预治疗。结果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A、SDS 评分更低（P＜0.05）；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明显更高（P＜0.05）。结论 护理管理干预在门诊静脉输液患者的效果更加显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 HAMA、
SDS 评分，缓解其心理压力，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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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属于门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手段及给药途径，门

诊中的就诊患者较多，流动性比较大而且病情复杂，护理工作的压
力也就随之增大，对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服务质量有很高的要
求，很容易出现护患纠纷。所以为了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以及整体治
疗效果，应该采取科学有效的护理管理干预[1]。现对收治的门诊静
脉患者开展治疗分析，发现护理管理干预的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2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门诊静脉输液患者 100

例，分为两组，对照组 50 例，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38.3±0.8）岁。研究组 5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
年龄 19~66 岁，平均（39.2±1.2）岁。患者同意本次研究，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方法 
对照组：对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包括合适血管、针头的选择、

输液的方法以及特殊药物相关输液护理等。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护理管理干预，具体

方法如下：(1)心理护理干预：护理人员提高人文关怀,和患者进行积
极耐心的交流,了解其实际需求,给予恰当鼓励, 缓解患者可能出现
的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治疗心态。(2)健康知识
宣教：按医嘱对其进行合适处理，保证过程熟练、及有效，并根据

患者实际病情对其介绍自身病情的相关知识、治疗方法和药品作
用，提前告知输液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提醒输液中的注意事项。
(3)人性化护理：采取按序输液模式，护理人员应该主动热情的接待
输液患者和家属，按照规范合适的语言安排患者在合适地方等待，
在多方面的护理操作中保证举止稳重、操作熟练以及反应迅速，在
进行静脉穿刺时要保证轻柔娴熟，输液过程加强巡视的次数，及时
更换患者补液，主动询问患者是否有不适感，保证输液中的舒适及
安全。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情况：根据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开展

抑郁情况评定，满分80分，分数越低患者的抑郁情况越好；采用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对患者焦虑情况予以评估，满分80分，
分数越低患者的焦虑情况越好[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护理满意程度满分为100分，在
80分以上为满意、60~79分为较满意、60分以下为不满意[3]。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X2（%）检验，计

量进行 t 检测（ sx ± ）检验， 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A、SDS 评分更低（P

＜0.05），见表 1。 
表1 SDS、HAMA指标对比（ sx ± ） 
HAMA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52.66±3.48 39.23±2.62 59.85±3.43 45.64±3.27 
研究组 50 52.34±3.63 27.52±2.17 59.62±3.24 32.63±3.15 

T 值  1.045 14.765 1.053 16.1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明显更高（P＜0.05）， 
见表2。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
度 

对照组 50 15（30.0） 23（46.0） 12（24.0） 76.0% 
研究组 50 26（52.0） 21（42.0） 3（6.0） 94.0% 

X2 / 5.895 1.124 6.785 5.247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静脉输液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治疗方法，优势是起效快且操作

简单。门诊是静脉输液的重要地点，因为人流流动性较大、数量较
多且病种复杂以及服务压力较大等原因，很容易出现护患纠纷，有
效避免护理差错，是护理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4]。 

临床护理干预通过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人性化护理、心理护理
以及健康知识宣教等干预方法，来确保输液的顺利进行。护理人员
在这过程中提醒患者正确对待治疗过程,能有效缓解其焦虑抑郁的
情绪,改善心理压力,使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因为门诊属于比较
特殊的治疗环境，提高输液安全的相关护理管理，可以确保输液的
整体安全性及有效性，从而提高整体护理质量，降低医疗纠纷，促

进护患关系，有效改善预后效果。文章通过对两组患者进行对比分
析之后发现，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A、SDS 评分
更低（P＜0.05）；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明显更高（P＜0.05）。
研究表明，护理管理干预的效果更好，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有效改善预后效果。 

综上所述，护理管理干预在门诊静脉输液患者的效果更加显
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 HAMA、SDS 评分，缓解其心理压力，改
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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