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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工作中人性化护理的效果分析 

陈欣欣 

保定市口腔医院  河北保定 

【摘要】目的 阐述临床护理工作中人性化护理的效果。方法 实验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2022 年 5 月，

在临床中挑选出需接受相关治疗病人共计 140 名，将其设为研究主体对象。通过非盲法分组原则，分别纳

入常规组和实验组。将开展常规护理者纳入常规组（n=70），将开展人性化护理者纳入实验组（n=70）。

为观察护理落实差异，总结对比两组临床护理效果、干预前后患者心理评分、护理质量评分。结果 干预前，

两组对比患者心理评分相近，对比无差异 P＞0.05。干预后，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心理评分更低，P＜0
.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更高，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临床护理效果更佳，P＜0.05。
结论 人性化护理工作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可提高护理质量，获得理想护理评价，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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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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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ound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the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of the experiment was 2021.06-2022.05. A total of 140 patients who needed to receive relevant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n blind grouping, they 
were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ose who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group (n = 70), and those who carried out humanized nurs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70).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implementat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psychological score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psychological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obtain ideal nursing evalu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popularize and app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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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机构的运营过程中，临床护理工作是非

常重要的服务部分，也是日常运行中需要持续加强

质量的重要内容，因为临床工作人员执行的临床护

理工作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服务于患者的治疗效果。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

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也在持续优化，居民对于医疗

水平要求也逐渐提升，此条件背景下反馈出其对于

临床医疗工作和护理工作必须以坚持强化技术优势

为临床就诊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1-2]。现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护理办法可以满足患者对于临床治疗康复

的基本需求，积极通过完善临床护理工作介入优质

护理理念，来帮助患者尽快回归正常生活中。有医

学资料表示，人性化护理干预的落实可以提高护患

之间的和谐沟通率，尽量降低医疗纠纷发生，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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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坚定、友好的护患关系。还可以使护理人员

的工作更具有合理性、有效性，充分体现临床护理

人员的工作重要性作用，让患者更放心的接受全面

综合护理指导[3-4]。基于此，本统计围绕临床护理工

作中人性化护理应用效果进行讨论，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统计我院 2021 年 6 月至 2022 月 5 日期间临床

收诊的治疗病人共计 140 名，将其设为数据研究主

体，借助非盲法分组平均分出常规组、实验组，每

组 70 例，接受常规护理、人性化护理。为检验护理

工作质量，于同期收集共计 30 名护理人员的工作资

料，作为评价护理工作落实情况研究对象。经检查

所有病患符合临床治疗指征，本次实验内容以通过

伦理委员会审查符合统计标准，患者已由家属代签

知情责任书。 
患者资料：常规组男 40 例、女 30 例，年龄 23-75

岁，年龄均值（45.73±3.92）岁。实验组男 39 例、

女 32 例，76 岁、年龄范围 22-76 岁，年龄均值

（44.28±3.81）岁，个人资料数据对比 P＞0.05。护

理人员资料：常规组（15 名）年龄 24—38 岁、年

龄均值（28.67±1.55）岁，工龄 3—8 年。学历情况：

大专 5 名、本科及以上 10 名。实验组（15 名）年

龄 25—39 岁、年龄均值（29.07±1.72）岁，工龄

3—9 年。学历情况：大专 6 名、本科及以上 9 名。

护理人员并未中途脱离研究，职位包括护士、护师、

主管护师等。 
纳入标准：（1）本次临床纳入接诊对象均为成

年人；（2）护理人员均为临床工作经验＞3 年者；

（3）对象包括临床治疗效果不佳而转入手术室者；

（4）部分患有合并症（糖尿病、肝病等）不影响临

床治疗结果。排除标准：（1）拒绝接受护理工作；

（2）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3）临床就诊资

料不全者；（4）无法建立有效沟通和（或）精神障

碍者；（5）患恶性肿瘤者、存在药物依赖史。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按照对应疾病

的常规护理措施建立护理档案以及病患个人档案，

针对性选择有效的护理技术后，按照医嘱为患者正

确用药，依照医疗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进行护理操

作执行。医院需要定期组织培训工作，以期望能够

加强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技术能力，并组织定期

考核进行工作检验，从而期望提升护理工作的整体

水准。不同岗位的护理人员按照医院实际情况安排

工作，确保每项护理环节都能良好衔接。 
实验组：首先需要健全临床护理管理制度，方

便在后续各项临床工作具体落实后拥有清晰的工作

内容与责任划分，建立奖惩制度，对于工作失误或

不良事件的发生进行一定罚处，从而监督护理服务

规范性。而工作质量较高的人员能够获得相应的奖

励，对于护理风险事件临床需要进行严格管理，尽

可能预防护理差错问题的出现，而且还要需建立对

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在护理管理执行过程中需秉承

人性化原则，维护医护人员的自尊心，尽可能避免

在公共场合内进行批评。按照临床的实际工作情况

分析出常见的风险事件并建立应急方案，让其在不

断内化自己持续学习。其次向护理人员实行人性化

护理时需要全程贯彻人性化原则理念，充分了解患

者的个人情况，例如心理状态、家庭状况、疾病认

知程度、健康水平、文化程度等，对患者有综合性

评估后方便后续对护理工作内容进行细节调整，以

此来保证护理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建立疾病宣

教，将患者所患疾病具体情况仔细告知，耐心解答

其疑问。防止其内心过于顾虑疾病的治疗有效性从

而产生消极抵抗行为，帮助其增强康复自信心。提

高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可以通过发放健康手册或

者健康宣教视频的播放等形式，增强其对于疾病治

疗和临床护理干预的了解。若患者存在焦虑、恐惧

等不良情绪需要及时做针对性心理干预，察觉影响

因素，用温和的语言与患者建立沟通给予安慰、鼓

励与关心，提供充足的情绪支持，帮助患者缓解治

疗心理压力。最后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加强监督管理，

全面归纳临床应用人性化护理的问题，组织会议小

组讨论解决问题的方向，构建可行性方案。了解患

者心理后提供适宜的疾病护理，而护理人员需要做

到摆正心态明确人性化护理工作的作用，在工作中

调动积极性。人性化护理中为保证质量，建议对工

作内容细分然后分区域管理，从多角度改善护理规

范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临床护理效果、干预前后患者心理评

分、护理质量评分。 
1.4 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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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指标则以（ 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计数资

料以（n，%）表示，使用 T 值、χ2检验，结果表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理效果 
常规组：风险事件 6 例、总率 8.57 %。护患纠

纷 10 例，总率 14.29%。实验组：风险事件 0 例、

总率 0.00%。护患纠纷 2 例，总率 2.86%。可见实验

组临床护理效果更佳，对比 χ2=6.268、6.833，P＜

0.05。 
2.2 干预前后患者心理评分 
表 1 中，干预前两组对比心理评分 P＞0.05；干

预后实验组心理评分更低，P＜0.05。 

表 1 干预前后患者心理评分比较表[ ,分] 

  护理前 护理后 

组别 例数 SAS SDS SAS SDS 

常规组 70 72.15±9.15 70.21±3.94 52.00±5.15 53.14±3.27 

实验组 70 71.89±9.20 71.07±4.02 31.54±4.09 30.64±3.25 

T  0.168 1.278 26.029 40.832 

P  ＞0.05 ＜0.05 
 
2.3 护理质量评分 
常规组：文书书写（18.52±3.16）分、护患沟

通能力（17.06±3.33）分、工作责任感（20.71±
1.27）分、技术专业性（21.13±3.00）分、风险预

防（20.01±1.28）分；实验组：文书书写（21.39±
1.16）分、护患沟通能力（21.80±2.17）分、工作

责任感（23.46±0.77）分、技术专业性（23.38±
0.91）分、风险预防（24.00±1.54）分。可见实验

组护理质量评分更高，对比 T=3.302、4.619、7.171、
2.780、7.717，P＜0.05。 

3 讨论 
医疗机构中临床工作属于多数患者接受治疗的

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相

应的居民对于医疗机构服务质量要求也在提升，加

上医疗护理模式的进步和转变，其相关临床工作中

越来越重视起人性化理念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主张

将人文关怀和人性化工作模式拓展至护理工作中，

渐渐成为医院中各个科室的临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

服务[5-6]。临床治疗措施虽能帮助患者的生命维持健

康，解除病理性威胁和疼痛，但同样需要高质量的

临床护理工作加以辅助突出和维护高质量治疗效果，

因此积极落实人性化护理尤为重要。此模式的护理

工作能够满足生活质量日益改善的群众对于临床护

理需求，人性化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在于突

出“病人”是护理的首要任务，用护士的耐心、细

心、用心来换得患者的安心，基于普通护理工作上

进行人性化完善工作细节，突出护理在临床的应用

价值[7-8]。结果可见，干预前两组患者心理评分对比

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心理评分低于常规组；

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且临床护理效果更

佳，P＜0.05。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工作中人性化护理应用有

利于提高护理质量，确保护理效果，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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