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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门急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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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人文关怀在门急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间我院门急诊接诊的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分析不同护理方式的应用效果。结果：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门急诊患者接受人文关怀护理干预能够降低不良心态的发生，使患者的依从性提升，从起到改善治疗效果的作用，提高整体的护理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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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护理的中心理念大多数都是遵循以人文本的思想，将人文关怀

应用到护理工作当中是现阶段比较常用的一种护理模式，这种护方式针

对患者的不同身心需求，不同文化程度来展开护理工作，除了给予患者

更加专业的护理干预，同时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护理，尊重患者的习惯、

信仰等，使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依从性均得到提升[1]。门急诊的护理工

作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涉及到的疾病种类繁多，并且患者的病

情发展通常非常快速和危重，对护理工作有非常高的要求，不但要做好

患者的病情护理干预，同时面对患者和家属的恐慌也要给予充分的重

视，人文关怀的应用在门急诊护理工作当中充当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给

予患者更加全方位的护理干预，并且护理有效性更高[2]。对我院门急诊

患者采用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并分析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所用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间我院门急诊接诊的 200 例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100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男 58 例，女 42 例，

平均年龄（55.75±8.69）岁，实验组男 60 例，女 40 例，平均（55.30

±8.98）岁，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性，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服务，执行门急诊护理流程，监测患者的各项

生命体征，辅助医生完成急救治疗等。 

1.2.2 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与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病情、心理状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为患者进行一对一健康教育，使其了解治疗的主要方式和优势以及护理

的主要流程等，获得其认可，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如何正确的配合医护人

员能够促使治疗的顺利进行。保持良好的就诊环境，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与患者沟通时保持良好的态度，积极回答患者的问题。（2）针对患者出

现的不良心态展开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给予患者充分的鼓

励和安抚，使其保持稳定的情绪，积极配合护理工作，采用共情护理的

方式使患者感受到被理解和关心。做好家属的心理护理，降低其出现的

紧张感和恐惧感，指导其如何正确配合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安抚，给予

患者充分的重视。（3）为患者提供充分的便民设备，对老人、孕妇、儿

童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可以采用轮椅或者平车来帮助活动

不变的患者进行检查，并做好防护措施，护理人员要保证陪在患者身边，

避免发生安全风险事件。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心理状态。（2）对比护理满意度。 

1.4 相关的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研究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通过（ sx ± ）表示 t 值检验；

通过率（n/%）表示 X2 值检验，判定统计学差异的标准为 P＜0.05。 

2.结果 

2.1 对比心理状态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心理状态（ sx ± /分） 

SAS SD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100） 53.07±6.10 40.61±4.57 55.76±7.22 42.63±5.01 

对照组（n=100） 53.28±6.17 43.28±5.51 55.43±7.56 45.80±5.34 

t 0.2420 3.7298 0.3157 4.3293 

P 0.8090 0.0003 0.7526 0.0000 

2.2 对比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n=100） 

75/100

（75.00%） 

22/100

（22.00%） 
3/100（3.00%） 

97/100

（97.00%） 

对照组

（n=100） 

62/100

（62.00%） 

28/100

（28.00%） 

10/100

（10.00%） 

90/100

（90.00%） 

X2 - - - 4.0313 

p - - - 0.0446 

3.讨论 

门急诊护理工作的综合性非常强，几乎涉及到院内所有科室，护理

人员的工作量相对较大，工作复杂性也比较强，这就导致其护理质量不

够理想，传统的常规护理方式非常容易导致护患纠纷发生。这就有要求

门急诊的护理方式以及护理质量要不断的提升来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人文关怀的应用能够更加深入的对患者进行干预，不但针对患者的

病情发展和变化，同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充分的关注[3]。在患者入

院后及进行高效的沟通，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展开健康教育和心理干

预，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正确的认知，了解如何正确配合医护人员，使

自身的依从性提升。高效的心理干预能够帮助患者及其家属缓解内心的

负性情绪，了解稳定且积极的心态对疾病治疗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保持良好的护患关系，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改

善[4]。本研究中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给

予弱势群体充分的关注，为其提供方便以及绿色通道服务，能够降低患

者的就诊时间，同时进行高效的安全保护，减少检查和治疗期间的风险

事件发生，使患者的满意度提升，从而改善整体的护理质量。本研究实

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门急诊患者接受人文关怀护理干预能够降低不良心态的发

生，使患者的依从性提升，从起到改善治疗效果的作用，提高整体的护

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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