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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分诊管理应用于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对患者心理
状态的提升探讨 

常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分诊管理应用于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对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院 120
例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护理管理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将应用常规护理管理 6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而应用护理分诊管理的

60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分析两组焦虑情绪与候诊时间。结果：干预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较干预前低，观察组 SAS 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

更低，候诊时间相比对照组明显更短，以上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护理分诊管理于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患者中，可改

善其焦虑情绪，缩短候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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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也随

之剧增，同时社会医疗资源不足引发了“看病难”的现象，导致大

部分患者在医院挂号治疗时存在时间过长、挂不上号等问题[1]。因

此，医院门诊医护人员需为患者提供更便捷、更具人性化的门诊分

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服务，通过根源着手，改变不科学的挂号方式，

确保患者看病难的问题得到解决[2]。基于此，本文就护理分诊管理

应用于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汇报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院 120 例门诊分时段

预约挂号就诊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护理管理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

将应用常规护理管理 6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而应用护理分诊管理

的 60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性别：男 30 例，女 30 例；年龄：

21～69 岁，均值（40.24±10.71）岁；其中，胃肠外科 13 例，肝内

科 13 例，消化内科 19 例，其他 15 例。观察组性别：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21～69 岁，均值（40.39±10.58）岁；其中，胃肠外

科 15 例，肝内科 12 例，消化内科 21 例，其他 12 例。参与研究者

基线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应用常规护理管理，即患者进行传统挂号就诊，于

就诊当日直接在导诊台填写有关信息，随后排队挂号等待就诊。 

在观察组中应用护理分诊管理，即患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预约方式，包括现场预约、网上预约、电话预约，患者合理选择就

诊时间范围，并在就诊时间范围内前往医院根据预约时间就诊。 

1.3 观察指标  

（1）分别于干预前、后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评估两

组焦虑情绪，根据患者评分将焦虑情绪划分为轻度（50～59 分）、

中度（60～69 分）、重度（≥70 分）；（2）记录两组候诊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sx ± ）比较行 t
检验，计数数据（%）比较行χ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
＜0.05 表示。 

2.结果 

干预前两组 S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两组 SAS 评分较干预前低，观察组 SAS 评分相比对照组明

显更低；对照组、观察组候诊时间分别为（50.71±2.95）min、（15.65

±2.17）min，对比发现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以上数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AS 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值 P 值 

对照组 60 
45.48±

5.30 

40.77±

5.09 
4.965 0.000 

观察组 60 
45.79±

5.24 

35.62±

5.71 
10.165 0.000 

t 值 - 0.322 5.215   

P 值 - 0.748 0.000   

3.讨论 

传统门诊挂号方式是患者现场挂号，这种方式存在着患者时间

分配不均、等待时间过长等缺陷，尤其是长时间等待易引起患者的

不满情绪，导致医疗纠纷发生[3]。将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应用于护

理分诊管理中，可为患者在就医上提供便利。同时，与传统挂号区

别在于，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是将就诊患者分流至不同时间段，不

仅提升了就诊效率，而且各时段均有患者接受治疗，可避免患者过

号后无法就诊[4]。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 SAS 评分较干

预前低，观察组 SAS 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候诊时间相比对照

组明显更短，以上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部分患者

对挂号就诊时间、成本相对敏感，而部分患者就诊等待时间有限，

挂号后长时间等待就诊极易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造成病情加

重。应用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可让患者根据实际情况对就诊时间段

进行合理选择，避免在人流量多的时段就诊，满足生活或工作等需

求，有助于减轻患者的不满情绪[5]。同时，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促

进了就诊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医护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相关的

治疗，有效拉近了医患关系，而患者通过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

也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促进医院的持续良好发展。 

综上所述，在门诊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患者中应用护理分诊管

理，可改善其焦虑情绪，显著缩短候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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