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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 
对 神 经 外 科 重 症 监 护 室 护 理 满 意 度 的 影 响

张晓

山东滨州

【摘要】

目的：全面分析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应用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后的护理满意度状态。

方法：试验执行时间为 2019.12~2020.12，且取 60 例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参与试验，经双盲

法均分，每组有 30 例样本量。参照组、研究组分别获得基础护理、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分析满意状态、

情绪缓解情况、住院时间等。

结 果： 研 究 组、 参 照 组 满 意 状 态 分 别 为 96.67%（29 例）、66.67%（20 例）， 对 比 X2 值

=9.0167，p 值 =0.0026。研究组情绪缓解情况相比于参照组较优（p ＜ 0.05）；在执行规范化护理沟

通程序后，会使整体住院时间缩短，比对结果有差异（p ＜ 0.05）。

结论：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实施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将整体工作成就感提升，利于患者更快的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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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comprehensivelyanalyzethenursingsatisfactionaftertheapplicationofstandardizednursy-patie

ntcommunicationprogramintheneurosurgicalintensivecareunit.

Methods:Theperiodofexecutionwas2019.12~2020.12,and60neurosurgicalintensivecareunitpatientswereen

rolledinthetrial,anddividedevenlybydouble-blindmethod,with30casesineachgroup.Thecontrolgroupandthestud

ygroupweregivenbasicnursingandstandardizednursy-patientcommunicationprocedures.Thesatisfactionstatus,e

motionalreliefandhospitalstaywereanalyzed.

Results:Thesatisfactionstatusofthestudygroupandthecontrolgroupwas96.67%(29cases)and66.67%(20case

s),respectively,X2=9.0167,P=0.0026.Theemotionalreliefofthestudygroupwasbett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

P<0.05);Aftertheimplementationofstandardizednursingcommunicationprocedures,theoveralllengthofhospitalst

aywasshortened,andthecomparisonresultsweredifferent(P<0.05).

Conclusion:Theimplementationofstandardizednursy-patientcommunicationproceduresintheneurosurgicali

ntensivecareunitcanimprovetheoveralljobachievementandfacilitatethefasterprognosisof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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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患者满意度情况可作为医患关系评估的主要指

标，在医院社会服务水平、能力评估方面应用较广。对

患者的满意情况造成影响的因素有多种，因此需重视医

疗服务型，同时需重视非技术质量，也可将整体满意度

提升 [1]。现将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整体满意度提

高，现融入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并对其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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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分析。

1. 一般数据与方法
1.1 一般数据

2019.12-2020.12 为试验执行时间，纳入神经外科重

症监护室患者 60 例主动配合试验实施，以双盲法为分组

方式，每组有 30 例样本量。参照组中男女各占总数比为

63.33%（19 例）、36.67%（11 例），年龄最高 87 岁、

最低 18 岁，均数（52.34±4.12）岁；研究组中男女各占

总数比为 56.67%（17 例）、43.33%（13 例），年龄最

高 88 岁、最低 18 岁，均数（52.52±4.23）岁；对一般

数据进行全面整理比对，结果差异不明显（p ＞ 0.05）。

1.2 方法
参照组在与患者交谈时，需采取常规方式实施交流、

沟通，并开展日常护理指导。

研究组全面执行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主要内容为：

（1）在入院时与护患进行有效交流：因神外重症监护室

患者的病情相对危重，医护人员在接收患者后，需即可

对患者的实际状态进行评估，采取心电监护、吸氧干预

等，告知家属在门口等待，并对患者实施专业处置，邀

请家属进入办公室，对其实施专业性讲解，工作人员需

保持和蔼的态度，并安慰患者、家属，详细介绍关于探

陪的相关内容，缓解恐惧情绪，缓解焦虑状态。在与护

理人员实施交流时，需重视其自身仪表、精神状态，提

升自身道德修养，要求护理人员具备健康的精神面貌，

为患者和家属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有利于日后建立友

好关系。（2）探视时护患之间沟通：在探视前家属需先

了解各方面准备工作，帮助患者整理床单，明确患者需

要进行的检查项目、治疗方式等。进而保证探视时家属

可与护理人员进行良好交流，并执行错时探视制度。家

属对患者实行探视时，护理人员需暂停不必要的护理服

务，并对患者、家属开展床边健康指导和心理疏导。并

向患者讲解患者此刻的生命指标、排便、饮食情况等。

密切观察实际病情变化，除友好的语言交流外，护理人

员需对非语言交流技巧和方式予以充分重视，如体态、

言行举止等，均不可忽视。要求探视的家属穿着隔离衣、

鞋套等，对手部实施良好清洁后，在接触患者。针对行

动障碍、年老的患者，需要求家属进行积极探视，并准

备好凳子，让其坐在床边进行探望。让患者、家属更好

的认知疾病，可将因对疾病知识存在未知感出现恐惧心

理予以消除，进而获得患者、家属的理解。（3）在非探

视时交流：在患者开展各项检查后，家属十分关心检查

结果，进而会到科室来询问患者的检查结果，针对现今

科室的管理模式，监护室患者需由手术医生负责，医生

分管的患者覆盖 2 个楼层，如家属需要找医生咨询向问

题时，不知道在哪层楼找，因此家属要求护士帮助联系

主治医生，并将医生的实际位置告知患者，让家属与医

生见面，可更好的掌握患者病情，防止家属因上错楼层，

找不到医生而出现抱怨情绪。因科室执行无家属陪护制

度，家属对患者的饮食问题表示充分关心，因此邀请营

养科医生协助工作，为患者拟定专业、合理、科学的营

养补给计划，且营养医师每天陪同查房，并调整营养计

划，并严格依照计划要求实施，将家属的顾虑消除。（4）

出院或者专科时沟通情况：医护人员积极与患者、家属

交流，明确其自身感觉，并将相关出院手术办理流程全

部告知，为患者准备资料袋，将出院相关记录单、缴费单、

病历资料等进行整理。并将复诊时间、地点告知患者和

家属，让家属对其予以足够的关心和爱护，将科室电话

进行全面告知，利于咨询。每个科室由 2 名护士对患者

提供延伸服务，定时进行电话随访，掌握患者出院后情

况，并予以专业性指导。

1.3 判定指标
观察比对满意状态、情绪缓解情况、住院时间等。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计算方式为 SPSS25.0，计数资料以 t 值计算

为主，计量资料以 X2 值计算为主，计算结果之间有差

异 p ＜ 0.05。

2. 结果
2.1 比对情绪缓解情况、满意状况
研究组情绪缓解情况、满意状况相比于参照组明显

较优（p ＜ 0.05），见表 1。

2.2 比对住院时间
研究组住院时间为（11.54±3.21）天，参照组住

院时间为（18.24±4.52）天，比对 t 值 =6.6194，p 值

=0.0000。

3. 讨论
在医疗机构中护理服务是医院与外界接触的主要窗

口，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使护士护理工作的重要内

容，且在整个住院过程中实施。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医

疗服务中缺少人文关怀理念，且主要体现为医护人员和

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2-3]。语言交流成为护患之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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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情绪缓解情况 满意状况

研究组（n=30） 28（93.33%） 29（96.67%）

参照组（n=30） 21（70.00%） 22（73.33%）

X2值 5.4545 6.4052

p值 0.0195 0.0113

表 1 比对情绪缓解情况、满意状况 [ 例（%）]

递信息的主要途径，非语言交流原则可借助护理人员的

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眼神等方式向患者传递信息，但

此种交流方式基于出现误解或者交流障碍 [4]。

以往医疗服务工作人员缺少优质的沟通技巧和知

识，未重视护患沟通情况 [5]。规范化护患沟通程序实行

后，可将护患之间沟通技能提升，疏导患者的心理状态，

让其充分掌握知识，使护患焦虑情绪予以改善，使康复

效果提升。将护患沟通力度加强，可使护理人员的自身

素质提升，并维持良好护患关系，使患者对整体服务表

示满意 [6-7]。

综上所述，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中全面实行规范

化护患沟通程序，可使护患关系得到有效改善，并将护

理人员的积极性予以调动，利于患者病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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