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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探讨临床护理工作中人性化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本研究开展时间段为 2020.01 月至 2021.01 月，实验对象为我院进行诊治的患

者（n=80），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常规组（n=40，常规护理），人性化组（n=40，人性化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结果：患

者对两组护理干预方式满意度相比，人性化组护理满意度更高 100.00%（P＜0.05）。结论：临床护理工作中，开展人性化护理，有助于提高护理满意

度和患者的生活质量，利于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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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临床诊疗中的一部分，对患者疾病康复起到辅助作用，

当前人们因生活方式改变、医疗观念转变的影响下，常规护理模式

很难满足患者及家属的护理需求，易让护患关系恶化，不仅对医院

声誉产生不良影响，还会影响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1-2]。故而需要予

以患者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本次研究分析探讨临床护理工作

中人性化护理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开展时间段为 2020.01 月至 2021.01 月，实验对象为我

院进行诊治的患者（n=80），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80 例患者男性

4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34 岁~78 岁，平均（52.36±2.74）岁。对

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占比、平均年龄等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常规组接受常规护理，护理内容包括常规进行疾病宣教、持续

进行生命体征监测、加强用药指导以及个性化饮食指导等。 

人性化组接受人性化护理干预，内容：①成立人性化护理小组，

规范小组护理人员人性化管理理念，对其进行规范化培训合格后方

可上岗，帮助护理人员掌握人性化护理流程。②心理护理：医护人

员积极主动和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鼓励患者将内心压力通过语言

表达来进行释放，耐心倾听患者心理诉求，满足其合理要求。护理

人员需充分尊重患者隐私，采取语言鼓励、行为鼓励方式来增强患

者治疗信心，安排在线联系治疗转归患者，病友间相互鼓励、相互

交流，能够让患者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未来充分希望，能

够积极配合治疗。③家庭支持：患者家属是照顾患者的主要成员，

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故而为此强调家庭支持的重

要性。告知患者家属、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多进行交流和陪伴，避免

患者长时间独处，进而产生失落、悲观情绪，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为患者利用心理护理帮助，进而改善患者不良情绪。④健康教育：

采取视频健康教育方式，一对一为患者提供相关疾病治疗相关知识

以及治疗要点，通过专业化的数据以及理论知识，让患者对疾病以

及治疗方法有正确认知，从而能逐渐消除对疾病的恐惧感。另外成

立医护交流微信群，医护人员筛选有关疾病治疗信息、语音、视频

等，让患者能够持续接受疾病知识的传递，能够更好的抑制负性情

绪，鼓励患者坚持治疗。⑤综合干预：以心理护理为核心，鼓励患

者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引领患者学会肌肉放松训练，改善精神紧

绷、焦虑等不良情绪；叮嘱患者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指导患者对

住所卧室的灯光及窗帘颜色进行调整，保持环境舒适安静，睡前可

通过放松训练、热水泡脚方式来帮助患者入睡，减轻患者对疾病的

应激情绪，利于提升康复速度。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于诊治结束后进

行护理方式满意度评价，共 100 分，分为 A 级-非常满意（80~100）

分，B 级-基本满意（60~79 分），C 级-不满意（60 分以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理。（ sx ± ）表示计量资料，百分

比（%）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而计数资料用卡方（x2）

检验，P＜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常规组，A 级、B 级、C 级各有 15 例、16 例和 9 例，护理满

意度为 77.50%（31/40）。 

人性化组，A 级、B 级、C 级各有 22 例、18 例和 0 例，护理

满意度为 100.00%（40/40）。 

人性化组护理满意度更高（x2=10.141，P＜0.05）。 

3  讨论 

人性化护理是一种新兴的护理模式，其以患者为中心开展制定

针对性的护理计划，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差异、性格差异，予以针

对性的心理指导，家庭支持以及健康教育帮助，帮助患者对疾病有

正确认知，通过人性化的讲解、分析，可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能

够积极配合治疗；以心理护理为中心的综合干预，包括放松训练、

睡眠指导等避免因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患者出现心理应激情

绪，减少负性情绪起伏波动，让患者以良好的身心状态接受疾病治

疗，能有效提高患者的预后生存质量；另外人性化护理开展中，为

更好的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水平，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包括技

能培训、语言沟通能力、职业防护技能以及处理医疗纠纷等培训内

容，能够更好的提高临床护理整体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群体，

搭建友好的护患交流平台，利于推动医院的可持续化发展[3]。研究

结果表示，人性化组护理满意度更高 100.00%（P＜0.05），充分肯

定人性化护理干预模式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工作中，开展人性化护理，有助于提高护

理满意度和患者的生活质量，利于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大力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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