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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的效果 
倪雁林  杨宗斌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在核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抽取在 2022 年 06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以我院收治

的 156 例核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分析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并发症发生率低，P<0.05。

结论：在对核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过程中，将优质护理服务引入其中，可有效的提升护理满意度与检查成功率，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建

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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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MRI）技术作为一种被广泛

应用于临床的影像学技术，对于脑、肝、甲状腺、前列腺、子

宫、卵巢、肾、胰、肝、胆等内部器官和心脏大血管的诊断效

果显著。它的优点包括扫描速度迅速、成像参数丰富、空间分

辨率高，这些都使得它在早期识别心脏、脑血管和肿瘤的过程

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然而，DCE-MRI 技术实施过程中，

因为环境较为封闭，设备的噪音较大，这可能会使得患者产生

紧张和焦虑的心理状态。再者，在进行诊断时，必须进行制动

操作，而且进行胸部和腹部扫描的人员对呼吸的协调性有很高

的要求。如果其配合度不好，就会使得图像的质量下降，这将

会妨碍医生进行准确的疾病判断[1]。因此，在动态增强扫描中需

将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引入其中。此研究将分析优质护理运用

在 DCE-MRI 中的价值，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2 年 06 月-2023 年 12 月我院 156 例核磁共振动态

增强扫描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 78 例，年龄

（45.36±3.08）岁；观察组 78 例，年龄（（45.55±2.22）岁，

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详细地向受检者解释 DCE-MRI 的操作步骤和

基本原理，以增强其诊断信心；确保房间的光线明亮，温度和

湿度适宜，以便为受检者营造一个宁静且清洁的环境；尽力让

受检者的注意力分散，引导受检者观察其他诊断者的检查过程；

用棉球堵住受检者的双耳，以降低噪声，还会对受检者进行心

理疏导，帮助受检者克服恐惧等问题。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具体为：①提出问题：

在被检查者入住医院之后，专业的护士会对其基础信息、生活

习惯和心理健康等进行全面的评估，引导受检者表达自己的真

实情绪，从而为受检者设计完整的护理策略和途径。根据被检

查者的教育水平和理解力，选择受检者容易接受的方法和适当

的时间与受检者进行交谈，探讨其恐惧和害怕的原因，并激励

受检者战胜恐惧。②确立目标：依照受检者的陈述，医疗团队

协助受检者设定具体、有效的目标。医疗团队会询问受检者“你

会在这次测试中采取何种态度来面对？”或“你最大的期望是

什么？”这样的提问，旨在帮助受检者清晰地设定个人的目标，

从而缓解其压力和焦虑等负面心态。③目标实施：在与受检者

进行沟通，设定了目标之后，医护人员会和受检者进行深入的

交谈，协助受检者找到最适合自身的解决策略，同时也激励受

检者主动去实现这些目标。在检查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受检

者的情绪变化，如果发现有任何不适，医护人员会给予受检者

安抚，以减轻其内心压力。当使用高压注射器给予对比剂，需

要严格监控受检者的留置管针部分是否有膨胀或者对造影剂的

溢出，若发生这些状态，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另外，需要掌握

对比剂被注入受检者身体后的反馈，若有轻度的刺痛、寒意等

症状，那都是正常的。在受检者产生各种级别的不良反应后，

需要实行适当的护理方案。④反馈控制：在达到预期目标的过

程中，护士团队会进行评估和回馈，持续地给予受检者激励，

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其目标。在探讨受检者逐渐适应和战胜恐惧

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影响因素，此时护士团队会和受检者

一起寻求解决办法，例如，使用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来减轻其恐

慌。⑤评价总结：在审查完成之后，对受检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以及护理成效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护理流程的缺陷，

寻找问题的根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新的目标。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记录检查成功情

况，并计算检查成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过敏、剂外渗、心

血管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19.0 软件统计，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 X2 检验，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检查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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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检查成功率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满意度情况（n/%） 

组别 
非常满

意 

满

意 

不满

意 
总满意率 检查成功率 

观察组（n=78） 70 6 2 76（97.44%）76（97.44%）

对照组（n=78） 55 11 12 66（84.62%）69（80.46%）

X2 - - - 7.8471 4.7925 

P - - - 0.0051 0.0285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P<0.05，见表 2。 

表 2  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过敏 剂外渗 心血管反应 总发生率 

观察组（n=78） 1 1 0 2（2.46%） 

对照组（n=78） 5 3 1 9（11.54%） 

X2 - - - 4.7925 

P - - - 0.0285 

3.讨论 

MRI 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 DCE-MRI 技术变得至关重要，

它是诊断腹部占位性病变和心脑血管病的有效工具。此种方法

的工作机制是通过在静脉中迅速注入对照物，以减少 T1 的时

长，增强血流的信号，并将其与周边的组织相匹配，从而创造

出清晰的血管图像[3]。然而，在进行腹部的动态诊断时，必须采

取呼吸激活的方法，确保其呼吸速度和强度始终如一，这也决

定了扫描的准确性。有研究表明，其心理状况会很大地影响其

呼吸平衡，如果受检者在诊断期间有强烈的紧张、害怕等心理

状况，那么其呼吸速度和强度就会变得不稳，从而降低了诊断

的协作效果。在临床中，大部分受检者首次进行 MRI 检查，受

检者对诊断方式、流程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并不熟悉。再加上

诊断环境较为封闭，容易触发其恐慌情绪。因此，受检者通常

会有各种程度的紧张，这可能会导致其呼吸协调性不佳。优质

护理支持能够缓解其压力，让受检者能够保持冷静的心态接受

检查，并增强其配合度。传统的护理方式主要侧重于知识的灌

输，无法有效地减轻其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优质护理干预

是当前临床上普遍采用的新型护理模式，它主要关注于寻求问

题的解决策略。此种护理模式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其心理层面，

并且通过五个阶段：提出问题、设定目标、执行目标、回应和

评估[4]。 

经过这项研究，发现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并发症发生率

低，P<0.05。这表明，采用优质护理方案的运用能够增加

DCE-MRI 的诊断成功率，并能够帮助受检者缓解紧张和焦虑等

心理问题，提升护理满意度，从而降低不良事件的出现频率。

原因分析的关键在于，首先，此种优质护理的方法需要护士在

受检者入院之后，对其心理和基础状态进行全面的评估，并研

究其恐惧的具体原因，然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护理计划[5]。另外，

此种护理方法会根据其详细描述，由护士协助受检者设立全面

且实际可行的护理目标，以便消除其紧张感。接下来优质护理

方案需要护士和被检查者一起探讨，协助受检者设计更符合其

治疗计划，并实施某些策略来激励受检者，以减轻其心理压力

等负面情绪。聚焦护理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执行护理之后，

护士会对护理的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估，通过发现护理过程中的

问题，然后提出解决策略，这有利于两者共同达到治疗目标，

从而提升检查的成功率[6]。 

综上所述，通过使用 DCE-MRI 的优质护理方法，能够增

加诊断的准确性，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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