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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护患沟通在门诊输液室护理干预中的重要性。方法：选取202年5月至2021年5月进入我院门

诊进行输液治疗的患者共200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分组法将200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

平均每组100例，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参照组患者基础上增加护理沟通技巧，

两组经不同模式干预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两组患者的液体外渗、托针、穿刺不成功等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纠纷事件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模式干预后，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研究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护

理纠纷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两组对比差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护患沟通在门诊输

液室护理干预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促进护患关系和谐，提高满意度，还可以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危险，

减少护理纠纷事件的发生，值得临床护理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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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outpatient transfusion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 How: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ho entered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or infusion therapy from May 202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2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with an average of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by randomization method.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enhanced with nursing com-
munication skills on the basis of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fter different intervention mode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such 
as fluid exosmosis, needle support and unsuccessful puncture were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inci-
d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
derwent different nursing mode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utpatient infusion room, 
which can promote harmonious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improve satisfaction,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and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
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Keywords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Outpatient Infusion Room, Nursing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门诊输液是指患者在医院门诊部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可以有效缓解疾病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也需要医护人员严格执行规范化操作和管理，以确保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安全[1]。作为医院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医院的服务品质[2]。而护理服务作为门诊输液

室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在常规的护理干预中，由于工作量原因，导致护理人员出

现工作疲劳以及工作倦怠，直接导致护理质量下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引起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

度下降[3]。护理人员无法正确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出不合理的治疗方案和输液计划，导致

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另外护理人员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患者的异常情况，也容易导致治疗效

果的下降，因此会影响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和满意度，降低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和决心，从而影响治疗

效果。相关医学研究指出，有效的沟通技巧可以使护理人员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情况，提供更加个

性化和专业化的护理服务，从而增强患者对护理服务的信任和满意度，同时，还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综

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满意的医疗服务，从而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减少护患纠纷

[4]。因此，在门诊输液室的工作中，护理人员应该加强护患沟通的培训和实践，并注重建立良好的患者

关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输液服务。同时也应该注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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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品质，提高医院的整体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我院本次针对护患沟通技巧

在门诊输液室护理干预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具体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进入我院门诊进行输液治疗的患者共 200 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随

机分组法将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 100 例和参照组 100 例，研究组患者男性 60 例，女性 40 例，年

龄区间在 25~65 岁，平均年龄(41.26 ± 4.56)岁，参照组男性 58 例，女性 42 例，年龄区间在 24~68 岁，

平均年龄(41.65 ± 4.21)岁；纳入标准：1) 患者及家属自愿加入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 患者无精神

方面疾病，可正常沟通；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在接待患者时，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和输液需求，包括

输液种类、输液速度、输液时间等，同时对患者进行体征观察，检查是否有输液禁忌症等，研究组在观

察的基础上加入护患沟通技巧，具体方法如下： 

1.2.1. 非语言沟通 
将相关注意事项贴在墙上，可以让患者在进入门诊输液室时，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些需要注意的事

项，同时通过标注部分温馨提醒，可以增强文字表达的亲切感和温暖度。注意事项内容包含请按照医生

的要求准备好相关检查报告和病历资料；在进入输液室前，请先进行体温测量并进行登记；在输液过程

中，请保持身体舒适的姿势，避免剧烈运动；如有不适或疑问，请及时向护士咨询。温馨提醒内容包含

您的微笑和理解是我们最好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照顾；如果您需要

帮助或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向我们寻求帮助；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祝您早日康复！ 
同时护理人员还应注意需注意与患者对视时，展现关注、支持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保持良

好的身体姿态，例如直立、面向患者、放松，以显示专业、亲切和信任；通过合适的手势和表情，如微

笑、点头、拍手等来表达关心和理解；在适当的情况下，如握手、拥抱、轻拍患者的肩膀等方式来传达

慰问和安慰；创造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例如调节室内气温、照明、音量等，以让患者感到放松和舒

适；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患者的个人信息或病情，以维护患者的尊严和安全。 

1.2.2. 语言沟通 
语言沟通是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进行交流和理解的关键，在与患者交流时，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

语，以免患者无法理解，尽可能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尽管是医学专业术语，也可以通过图示或

者类比的方式来解释，以使患者更容易理解；患者在门诊输液室往会感到不适或焦虑，因此在沟通中，

护理人员需要注意患者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安慰和鼓励，注意保持语音柔和，可以使患者更容易接受

医护人员的建议和治疗，同时也可以减轻患者的紧张情绪；在沟通中，护理人员需要倾听患者的反馈，

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同时，也要向患者展示出自己的关心和重视，以建立良好的信任关

系；在与患者交流时，应避免使用否定性语言，如“不能”、“不要”等，而应使用更加积极的语言，

如“请注意”、“建议”等，以增强沟通的有效性，同时注意使用正确的称谓，如“先生”、“女士”

等，以彰显护理人员的专业性和尊重患者的态度；在与患者沟通时，护理人员应该注重倾听患者的意见

和建议，并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同时护理人员应该避免打断患者讲话或者表现出不

耐烦的情绪，以免伤害患者的感情，影响护患关系；还应该尊重患者的隐私权，不要在公共场合或者他

人面前谈论患者的病情或治疗方案，这样可以增强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和尊重，提高护患关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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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护理操作沟通 
了解患者病情：护理人员在为患者进行输液治疗前，应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包括病史、过敏史、

用药情况等，可通过询问患者、查看病历等方式进行。 
向患者介绍治疗过程：护理人员应向患者介绍输液治疗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告知患者输液的目的、

液体成分和治疗时间等，同时也要注意传输给患者正面的信息，以减轻患者的不安和恐惧。 
选用适当的位置和输液设备：护理人员应在消毒处所指定的区域内进行门诊输液操作，输液可以选

择手部、前臂、肘部或上臂等位置，但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对于需要长时间输液的患者，

应该尽量避免选择手部或前臂，以免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和血管受损，而对于需要频繁换药的患者，则

可以选择手部或前臂等位置方便操作。选用适当的输液设备和输液针头，避免使用过期或损坏的设备，

可以选择普通钢针、塑料针、自锁针或留置针等不同类型的输液器材。 
建立患者档案和记录：护理人员应完善患者的医疗档案，并在其中记录输液的日期、时间、液体成

分、输液速度等内容，以便后续的治疗和跟踪。 
监测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护理人员应随时关注患者的治疗反应，及时记录和处理过程中出现的

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输液，并及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1.3. 观察指标 

1) 利用自制表评估满意度，包括用药频率、护理人员得态度、护理人员表达内容是否清晰等内容，

满分 100 分，十分满意是 80 分以上，基本满意 50~80 分，不满意 50 分以下；2)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液体

外渗、托针、穿刺不成功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次数；3)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发生护理纠纷事件的次数。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当中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模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十分满意 80 例，基本满意 20 例，不满意数为 0，满意

度为 100%，参照组患者十分满意 15 例，基本满意 70 例，不满意 15 例，满意度为 85%，参照组患者满

意度明显低于研究组，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情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200)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 200) 

分组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00 80 20 0 100 

参照组 100 15 70 15 85 

x2 - - - - 14.518 

P - - - - 0.000 

2.2.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风险事件的发生率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模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液体外渗以及托针均未发生，穿刺不成功发生 2 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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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为 2%，参照组患者液体外渗发生 2 例，托针发生 3 例，穿刺不成功发生 10 例，总发生率为 15%，

参照组患者不良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情

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isk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 200)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风险事件发生率的对比(n = 200) 

分组 例数 液体外渗 托针 穿刺不成功 发生率% 

研究组 100 0 0 2 2 

参照组 100 2 3 10 15 

x2 - - - - 11.211 

P - - - - 0.000 

2.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纠纷事件的发生率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模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护理纠纷事件发生数为 0，总发生率为 0，参照组患者

护理纠纷事件发生7例，总发生率为7%，明显高于研究组，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详情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200)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纠纷事件发生率的比较(n = 200) 

分组 例数 发生次数 发生率% 

研究组 100 0 0 

参照组 100 7 7 

x2 - - 7.342 

P - - 0.006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门诊输液室作为医疗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5]。在这个过程中，护患沟通作为提升门诊

输液室护理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门诊输液室作为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桥梁，

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患者提供安全、高效的输液服务。而护患沟通作为门诊输液室护理干预的基础，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首先，通过与患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护理人员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

需求，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的治疗方案和输液计划，提高护理质量和效果。其次，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与

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增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和满意度，提升医院的服务品质和形象。作为一种特

殊的医疗环境，其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而护理人员通过与患者进行充

分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有效地减轻患的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向患者详细介绍治疗方案和输液过程，让患者充分了解治疗的目的和意义，从而

减轻患者的恐惧和焦虑。其次，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倾听患者的疑虑和困惑，积极提供温暖的关怀和心

理支持，增强患者的信心和勇气，促进患者的康复和健康，还可以通过不断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和输液

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避免出现治疗失败或不良反应的情况，提高服务品质的同时也可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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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良事件风险的发生率，减少护患纠纷。 
从我院本次研究结果来看，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模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十分满意 80 例，基本满意

20 例，不满意数为 0，满意度为 100%，参照组患者十分满意 15 例，基本满意 70 例，不满意 15 例，满

意度为 85%，参照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低于研究组，这与梁婷[7]结果一致，说明通过有效沟通可显著提高

患者满意度。研究组患者液体外渗以及托针均未发生，穿刺不成功发生 2 例，总发生率为 2%，参照组患

者液体外渗发生 2 例，托针发生 3 例，穿刺不成功发生 10 例，总发生率为 15%，参照组患者不良风险事

件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说明其能够减少不良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另外研究组患者的护理纠纷事件

发生数为 0，总发生率为 0，参照组患者护理纠纷事件发生 7 例，总发生率为 7%，明显高于研究组，这

与于鸿丽[8]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护患沟通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和效果，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次数。由此可

见，良好的护患沟通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依从性，降低护理纠纷和投诉率，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9]。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护患沟通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患者及家属的医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可

能对护患沟通造成一定的障碍，护士需要具备足够的医学知识和科普能力，以便在沟通过程中能够用简

单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疾病和护理知识。其次，护患沟通的研究和培训在护理教育中并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导致部分护士沟通技巧不足，护理教育应该加强对护患沟通的培训，提高护士的沟通意识和能力。 
综上所述，护患沟通在门诊输液室护理干预中产生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具有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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