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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注射室护理中护患沟通方法探讨
王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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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探讨门诊注射室护理中护患沟通的方法。方法：研究时间段为 2018.8 月 -2019.8 月，研究对象为我院

门诊注射室所收治的病患，选取的例数为 70 例。根据不同的护患沟通方法将研究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进行常规的护理）和观

察组（采用护患沟通的护理方式），对比两组护理的效果。结果：在护理效果的对比上，观察组的护理效果相对较好；在护患纠

纷发生概率的对比上，观察组的发生概率较低；在对护理满意度的对比上，观察组的满意度相对较高（P 值范围在 0.05 以内）。

结论：在对门诊注射室病患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采用合理的护患沟通方式能够进一步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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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当中，门诊注射室是直接面对病患的窗口，也是医
院护理工作中需要重点服务和关注的部分 [1]。病患在注射的过
程中由于受到病情和环境的影响，往往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
不良情绪，而门诊部门日常接诊人数较多，护理人员的工作量
大，因此对于门诊注射室的护理工作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才
能进一步为病患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护患沟通是能够有效拉
近护患之间距离的有效方法，本文研究探讨门诊注射室护理中
护患沟通的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方法
1.1 资料
研究时间段为 2018.8 月 ~2019.8 月，研究对象为我院门诊

注射室所收治的病患，选取的例数为 70 例。根据不同的护患
沟通方法将研究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进行常规的护理）和观
察组（采用护患沟通的护理方式）。对照组中男女病患例数比
为 20:15，年龄段为 29 岁 ~71 岁，平均数值为（50±2.3）岁；
观察组中男女病患例数比为 21:14，年龄段为 29 岁 ~72 岁，平
均数值为（50.5±2.6）岁。两组病患一般资料对比，数据之
间的差异不大（P值范围大于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病患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具体为在对病患

进行注射之前反复确认病患的个人信息，避免出现注射错误的
发生，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对病患进行注射，在完成注射
之后对病患的注射部位进行止血和消毒处理。

1.2.2 观察组病患则采用护患沟通的护理方法，具体为
1.2.2.1 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注射室工作环境的要求，穿戴

好隔离衣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待病患，在病患面前要表
现出积极的工作状态，给予病患精神上的鼓励以及获得病患的
信任。

1.2.2.2 语言方面的沟通。在交流方面护理人员要采用温
和的态度和语气和病患进行交谈，表现出对病患足够的关心，
对病患的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帮助病患消除疑虑以及恐惧的
心理状态，提高病患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

1.2.2.3 心理方面的护理。病患由于受到病情以及环境的
影响，容易产生恐惧和紧张的心理，护理人员要主动和病患交
谈，了解病患内心的真实想法，并根据病患所处的年龄段采取
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法，对于年龄较小的病患可以采用转移注
意力的方法，给病患讲些有趣的小故事来帮助他们放松心情；
对于成年病患则可以采用安抚和健康知识普及的方式，让病患
进一步加深对自身病情以及注射治疗方法的了解，从而消除内
心的紧张和焦虑感。

1.3 观察指标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对比两组护理的效果、护患纠纷发

生的概率以及病患对护理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为 SPSS21.0，计量资料为（x±s），计数资料

为 %，数据对比结果 P值在 0.05 以内。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
在护理效果的对比上，观察组中效果为优的例数为 21 例，

效果为良好的例数为 12 例，总体的优良率为 94.3%；对照组中
效果为优的例数为 18 例，效果为良好的例数为 9 例，总体的
优良率为 77.1%。两组数据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病患护理的

效果相对较好（P值范围在 0.05 以内），具体见表 1。
表 1 护理效果对比（例，%）
组别         优 良好 总体优良率
观察组 21 12 94.3
对照组 18 9 77.1
T 值           2.41
P 值           0.039
2.2 护患纠纷发生概率对比
在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病患护患纠纷发生的例数为 2例，

发生的概率为 5.7%；对照组病患护患纠纷发生的例数为 5例，
发生的概率为 14.3%。两组数据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病患护患
纠纷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P值范围在0.05以内），具体见表2。

表 2 护患纠纷发生概率对比（例，%）
组别         发生例数 发生概率
观察组  2         5.7
对照组  5         14.3
T 值                  2.43
P 值                  0.033
2.3 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比
在经过护理之后，观察组病患中对护理表示非常满意的例

数为 20 例，表示满意的例数为 12 例，总体满意度为 91.4%；
对照组病患中对护理表示非常满意的例数为 18 例，表示满意
的例数为 10 例，总体满意度为 80%。数据对比结果显示，观察
组病患对护理的满意度较高（P 值范围在 0.05 以内），具体内
容见表 3。

表 3 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20     12      91.4
对照组 18     10      80
T 值                2.45
P 值                0.037
3 讨论
在门诊注射室中，每天需要接收大量的病患对其进行注射治

疗，在进行注射的过程中需要对病患的个人信息进行反复确认，
并遵守无菌操作和消毒处理 [2]。由于受到病情以及环境的影响，
病患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情绪，在进行注射治疗的过程中如果
护理人员和病患沟通不当则容易导致护患纠纷的发生 [3]。护患
沟通的护理模式主要是注重护患之间的交谈和沟通，通过主动
了解病患具体情况，进行心理安慰以及健康知识普及等，拉进
病患和护患之间的距离，增加病患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

本文通过研究对比发现，在护理效果的对比上，观察组的
护理效果相对较好；在护患纠纷发生概率的对比上，观察组的
发生概率较低；在对护理满意度的对比上，观察组的满意度相
对较高（P值范围在 0.05 以内）。

由此可见，在对门诊注射室病患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采用
合理的护患沟通方式能够进一步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减少护
患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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