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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沟通在妇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李佳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北京  100010)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护患沟通在妇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患者情绪状态和护患关系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随机对

照试验设计，共纳入 84 例妇科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2 例。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护患沟通干预，而对照

组患者仅接受常规护理。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情绪评分变化以及护患纠纷发生率，评估护患沟通的应用效果。结果：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在加强护患沟通干预后，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的评分均显著降低，且降低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患纠纷发

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些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本研究表明，在妇科护理工作中加强护患沟通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情

绪状态，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并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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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和患者需求的多样化，护患

沟通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妇科护理领

域，由于女性患者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效的护患沟通

对于提高护理质量、缓解患者情绪、预防护患纠纷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加强护患沟通与常规护理在妇科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旨在为妇科护理工作提供实践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收治的 84 例妇

科患者。纳入标准包括：年龄 18-65 岁的女性患者，具有基

本的沟通和理解能力，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包括：存在严重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的患者，无法

配合完成研究的患者，以及正在参与其他干预性研究的患

者。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有患者的纳入和排除

均严格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患者的年龄、教育背景、疾病类

型等基本信息在两组间保持均衡，以减少潜在的混杂因素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即护理人员按照常规流程进

行病情观察、治疗操作和健康宣教，而没有特别强调护患沟

通的重要性。观察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强了护

患沟通的干预措施。护理人员被要求在患者入院时即与其建

立积极的互动关系，通过耐心倾听患者的需求和疑虑，以及

详细解释疾病信息和治疗方案，来增进患者对病情和治疗过

程的理解[1]。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还运用了同理心和鼓

励性语言，以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并提高其对治疗

的信心。护理人员还定期对患者进行情绪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疏导和干预，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

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的观察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患者的情绪

状态，二是护患纠纷的发生率。对于患者的情绪状态，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分，以量化患者的焦虑

和抑郁程度。评分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分别进行，以便比较两

组患者情绪状态的变化。对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通过记录

研究期间患者投诉的次数和投诉的具体内容，来计算投诉率

和评估护患关系的和谐程度。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患者的情绪

评分等连续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并使用 t 检

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对于护患纠纷发生率等分类变量，

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并使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之间

的差异。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进行统计分析时，还考虑了潜在的混杂

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控制。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情绪评分 

表 1 两组患者的情绪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焦虑干预前焦虑干预后抑郁干预前抑郁干预后

观察组 42 45.6±3.3 36.0±4.2 45.5±3.5 35.6±4.3 

对照组 42 46.0±3.2 43.3±3.7 46.0±3.6 42.9±3.6 

t  0.5639 8.4521 0.6453 8.436 

P  0.5743 0 0.5205 0 

从表 1 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从干预前的

45.6±3.3 分降低到干预后的 36.0±4.2 分，降低幅度显著大

于对照组（从 46.0±3.2 分降低到 43.3±3.7 分）。同样地，

观察组患者的抑郁评分也从干预前的 45.5±3.5 分降低到干

预后的 35.6±4.3 分，降低幅度同样显著大于对照组（从 46.0

±3.6 分降低到 42.9±3.6 分）。 

2.2 两组患者的护患纠纷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患纠纷 

组别 n 投诉人数 投诉率 

观察组 42 1 2.38% 

对照组 42 7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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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 4.9737 

P - - 0.0257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患者的投诉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

投诉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具体而言，观察组 42 例患者中

仅有 1 例投诉，投诉率为 2.38%；而对照组 42 例患者中有 7

例投诉，投诉率高达 16.60%。 

3 讨论 

简而言之，在医疗护理环境中，患者的情绪状态对其整

体健康恢复和生活质量具有深远的影响。护患沟通，作为这

一环境中的核心交互过程，不仅传递着治疗信息，更在无形

中塑造着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效的护患沟通能够显著提升患

者的情绪状态，为其带来更为积极的康复体验。患者的情绪

状态往往受到疾病本身、治疗过程、医院环境以及与医护人

员的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疾病带来的身体不适、对未

知的恐惧、对康复的渴望与焦虑等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使

得患者处于一种相对脆弱和敏感的心理状态。此时，护理人

员的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次耐心的解答，都可能成为患

者情绪状态的重要调节因素。护患沟通中的情感传递是双向

的。护理人员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向患者传递关心、理

解和支持，而患者则从这些信号中感受到被关注和被尊重[3]。

这种正向的情感互动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提升其情绪状态。当患者的情绪得到积极调节时，他们

更有可能以开放和合作的态度面对治疗，从而促进康复进

程。护患沟通中的信息传递也是提升患者情绪状态的关键环

节。护理人员通过向患者提供关于疾病、治疗方案和康复过

程等方面的信息，帮助患者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消除不

必要的恐惧和误解。这种信息支持不仅增强了患者的自我控

制感和信心，也为其提供了应对疾病所需的心理资源。有效

的护患沟通能够增进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4]。

通过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和疑虑，护理人员可以更加全面地

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提供更加贴心和个性化的护理

服务。护理人员通过清晰、准确、全面的信息传递，可以帮

助患者更好地了解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消除不必要的恐惧

和误解，增强对治疗的信心和依从性。这种建立在理解和信

任基础上的护患关系，更加稳固和和谐，能够有效减少护患

纠纷的发生。护患沟通还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5]。

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患者的情绪变化

和异常反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处理。例如，对于患

者的疼痛、不适或心理困扰等问题，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调整

治疗方案、提供心理支持等方式加以解决，从而避免问题恶

化或引发纠纷。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沟通了解患者对医疗服

务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医疗机构管理层，促进医疗服

务的持续改进和优化。在减少护患纠纷的过程中，护患沟通

的技巧和方法也至关重要。护理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

巧，如倾听、反馈、解释、安慰等，以更好地与患者进行交

流。他们还需要注重非语言沟通的运用，如面部表情、肢体

动作、眼神交流等，以传递更加真实和丰富的情感信息。在

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还需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和耐心的态

度，尊重患者的权利和尊严，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或晦涩难懂

的术语，以确保沟通的有效性和顺畅性。患者的依从性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对治疗方案的信任度、

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个人意志力、社会支持等[6]。而护患

沟通正是通过影响这些因素来增强患者的依从性。通过全

面、细致、深入的沟通，护理人员可以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

疾病认知，理解治疗方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增强对治

疗的信心和依从性。护患沟通中的信息传递是增强患者依从

性的关键环节。护理人员需要向患者详细解释疾病的病因、

病理生理过程、治疗方案的选择依据和预期效果等信息，帮

助患者全面、客观地了解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护患沟通中

的持续关注和反馈也是增强患者依从性的重要手段。治疗过

程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患者需要持续的治疗和护

理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定期与患者进行沟通，

了解其病情变化、心理需求和治疗效果等情况，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和护理措施。护理人员还需要积极收集患者的反馈意

见，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确保治疗过程的顺利进

行。这种持续关注和反馈可以让患者感受到被重视和被关

注，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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