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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有效性探讨 

应春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  要：目的：探讨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有效性。方法：随机将 2020 年 1 月-2021 年 8 月在本院门诊就诊的 140 例患者分
为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与观察组（开展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护患沟通护理），每组各 70 例，观察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护理满意率。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心理状态评分明显更低，护理满意率明显更高（P＜0.05）。结论：基于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对门诊就诊的患者开展护患沟通护理，
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而且还能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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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每日接待的患者较多，且疾病种类十分复杂多变，再加上

流动性大等问题，给护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1]。随着我国人们
思想意识的不断增强，患者对门诊的人文关怀和护患沟通越来越重
视。基于此，本文就门诊护患沟通护理中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
有效性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择在本院门诊就诊的患者（140 例），入院起始时间

为 2020 年 1 月，终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对其
进行分组（对照组、观察组），两组均为 70 例。本次研究已获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基本资料对比[n（%）、（ sx ± ）] 
性别 

组别 n 
男 女 

年龄（岁） 

对照组 70 38（54.29） 32（45.71） 47.54±4.68 
观察组 70 40（57.14） 30（42.86） 47.64±4.65 
t/χ2 值 - 0.116 0.127 

P 值 - 0.734 0.899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内容以引导患者就诊、核对患者信息

为主。 
观察组：开展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护患沟通护理。（1）加

强培训：日常工作过程中加强对门诊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沟通技
巧和人文关怀培训，提高患者的理论知识掌握能力和实践操作能
力，进一步增强其责任心。（2）营造温馨就诊环境：定期保持门诊
干净整洁、通风，并放置饮水机和一次性水杯等，同时增加座椅，
准备好轮椅和平车以供患者使用。（3）灵活运用多种沟通技巧：主
动与患者进行沟通，沟通过程中需保持合适的语速和语调，声音尽
量温柔，让患者感觉到舒服，同时还需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站在患者的角度上思考，并加强对患者的鼓励与支持。 

1.3 观察指标  

（1）于护理前后采用汉密顿抑郁（HAMD）、焦虑（HAMA）
量表评估两组不良心理状态。前者测评维度包括抑郁情绪、认知、
睡眠等，＜7 分为正常、7-16 分为轻度抑郁、17-24 分为中度抑郁、
25 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后者测评维度包括焦虑情绪、紧张害怕、
记忆力或注意力等，＜7 分为正常、7-14 分为轻度焦虑、15-21 分
为中度焦虑、22 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2]。（2）采用本院自制量表调
查，共 36 个条目，包括 6 个维度，主要调查其非常满意（≥90 分）、
基本满意（70～90）和不满意情况（＜70 分），总满意率=（非常
满意例+基本满意例）÷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此次研究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t 检

验计量资料（ sx ± ），行χ2 检验计数资料（%），若检验结果为 P
＜0.05 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心理状态 
如下表 2，经不同方案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经不同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而言，观察组心理
状态评分明显更低（P＜0.05）。 

表 2 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sx ± ，分） 
HAMD 评分 HAMA 评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
组 

7
0 

24.25±
2.14 

16.45±
2.47 

19.62±
2.68 

13.79±
1.45 

观察
组 

7
0 

24.18±
2.25 

10.42±
2.41 

19.56±
2.24 

6.52±1.36 

t 值 - 0.189 14.619 0.144 30.596 
P 值 - 0.851 0.000 0.886 0.000 

2.2 满意率 
如下表 3，经不同方案护理后，相较于对照组而言，观察组满

意率明显更高（P＜0.05）。 

表 3 满意率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70 32（45.71） 30（42.86） 8（11.43） 62（88.57） 
观察组 70 40（57.14） 28（40.00） 2（2.86） 68（97.14） 
χ2 值 - - - - 3.877 
P 值 - - - - 0.049 
3.讨论 
既往临床主要对门诊就诊患者开展常规护患沟通护理，虽能取

得一定效果，但该护理内容较为片面，无法完全改善患者的心理状
态[3]。 

人文关怀护理理念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模式，
在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为患者营造出温馨的就诊环境，
并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和情感的前提下针对性对患者开展心理疏
导，不仅能够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还能进一步提升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率[4]。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而言，观察组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更高（P＜0.05）。结果表明，基于双向沟通原理对
门诊就诊的患者开展护理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护理后其满意率高达 97.14%，对
照组仅为 88.57%。提示渗透人文关怀护理理念的门诊护患沟通护

理可有效提升门诊就诊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综上所述，针对在门诊就诊的患者，对其开展渗透人文关怀护

理理念的门诊护患沟通护理，有助于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还
能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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