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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在放射科护理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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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昭通 

【摘要】目的 分析放射科护理中应用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的效果。方法 纳入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内

我院放射科收治的患者 78 例，按照患者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常规管理）和观察组（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各

39 例，对比两组影像学检查时间和护理质量。结果 对比两组影像学检查时间显示，观察组患者所用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护理质量显示，观察组护理操作、疼痛护理、护理沟通和需

求满足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放射科护理中应用影像技术一体化管

理能够显著减少患者检查等待时间，提高相关护理质量，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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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in radiolog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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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in radiology nursing. 
Methods 78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4 were 
includ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with 3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 imaging examination time 
and nursing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ing the imaging examin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horter tim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ing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nursing operation, pain care, nursing communication, and demand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in radiology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atient waiting time for examin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lated nursing, and ha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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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部门，可通过应用影

像学原理，利用 X 光、CT、MRI 等影像技术，为医生

提供病情诊断和治疗方案的精准依据。这些技术以其

侵入性小、损伤小、诊断准确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1]。然而放射科护理管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传统的放射科护理模式往往侧重于基础护理操作，而

对于影像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则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护理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影像

技术一体化管理应运而生。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是指

将医学影像技术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相结合，实现

医学影像的快速获取、存储、传输和分析，并将影像数

据与患者的医疗信息进行关联和管理[2]。本研究中，即

分析了放射科护理中应用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的效果，

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2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内我院放射科收治

的患者 78 例，按照患者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常规管

理）和观察组（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各 39 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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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含男性 19 例，女性 20 例；年龄区间 20~80 岁，

平均（47.34±5.28）岁。观察组患者含男性 17 例，女

性 22 例；年龄区间 22~78 岁，平均（47.82±5.11）岁。

患者基本资料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经患者知情同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对研究知情

并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管理，按照放射科护理管理准则

实施。 
观察组使用影像一体化管理模式： 
（1）成立管理小组并明确职责：成立护理影像技

术一体化管理小组，由放射科主任及护士长牵头。放射

科主任主要负责放射科医师日常工作职责的确定、仪

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使用药物及药品的管理以及放

射科临床工作的质量监管等。而护士长则主要负责对

护理人员工作的绩效考评、职业培训以及工作安排。这

样的组织架构能够确保管理小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2）开展一体化管理培训：为确保影像技术与护

理工作的深度融合，应设立影像技术岗位与护理岗位

相关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影像技术的基本及原理、

读片能力及技术提高方法，同时针对护理知识进行培

训，重点讲解护理相关理论、基本操作以及护患沟通技

巧与能力。最终，提高影像技术与护理人员在对患者进

行影像检查时所需要掌管的基本流程、应激护理技能

与急救流程。这样的培训能够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素

养和综合能力。 
（3）制定一体化管理排班制度：科室主任与护士

长应根据影像技术人员与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

工作年限等进行更合理的组合分配，制定一体化管理

排班制度。排班制度应根据临床工作需求适当增减护

理人员数量，并由管理小组将排班制度进行公示后粘

贴于值班室与办公室，确保大家共同遵照执行。这样的

制度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 
（4）加强信息系统整合：建立一个全面的信息系

统是实现一体化管理的关键。这个系统应能够整合放

射科的影像数据和护理记录，让护士和医生能够共享

信息，提高工作效率。信息系统还应提供实时监测和反

馈功能，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管理患者情况。同时，应

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防止黑客攻击或数据

泄露。 
（5）制定标准操作规程：为了确保护理与影像技

术的一致性和质量，需要制定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这

些规程应明确指导护理人员在影像采集、数据录入、结

果分析等方面的工作流程，从而降低错误率并提高工

作效率。同时，应定期对规程进行更新和优化，以适应

新的技术和设备。 
（6）持续培训和教育：护理与影像技术一体化管

理需要护士和技师具备跨学科合作的能力，因此持续

的培训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医院和学校应加强护理

与影像技术的交叉学科培训，培养具备综合能力的专

业人才。培训内容应包括最新的影像技术和护理理念，

以及跨学科合作的技能和知识。 
（7）加强沟通与合作：护理部门和影像科室之间

需要加强沟通和合作，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协同工作。可

以定期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和技能竞赛，促进团队成员

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及

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影像学检查时间，记录患者检

查准备时间、等待时间和平均检查时间。 
（2）对比两组护理质量，采用本院自制护理质量

评估表评估护理操作、疼痛护理、护理沟通和需求满足

情况，评分范围 0~10 分，分数越高护理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表示

为 t 和“ sx ± ”，计数资料表示为 χ2 和“%”，P＜
0.05 时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影像学检查时间对比 
通过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检查准备时间、等待时

间和平均检查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1。 
2.2 护理质量对比 
观察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2。 
3 讨论 
在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放射科在临床诊断

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放射科护理管理作为保障影像检

查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检查

效率和患者体验[3]。 
常规护理管理下，护理人员需要手动从影像设备

上读取患者的影像数据进行分析和记录，这一过程耗

时较长，且容易出错[4]。相比之下，影像技术一体化管

理在放射科护理中展现出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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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影像学检查时间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检查准备时间（min） 检查等待时间（min） 平均检查时间（min） 

观察组 39 4.64±0.15 6.53±3.57 21.42±1.35 

对照组 39 6.86±0.12 8.53±3.61 13.75±1.42 

t - 72.173 2.460 24.447 

P - 0.001 0.016 0.001 

表 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操作（分） 疼痛护理（分） 护理沟通（分） 需求满足（分） 

观察组 39 9.77±0.23 9.63±0.24 9.02±0.47 9.13±0.32 

对照组 39 8.79±0.37 8.42±0.25 8.21±0.31 8.42±0.25 

t - 14.048 21.805 8.984 10.91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通过实现医学影像的快速获

取、存储、传输和分析，显著缩短了影像学检查时间[5]。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获取患者的影像数据，无

需受限于特定的影像设备，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进行数据获取和操作。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减少

了患者的等待时间，提升了患者满意度[6]。影像技术一

体化管理还显著提升了护理质量。通过影像技术一体

化管理系统，护理人员可以将患者的电子病历与相应

的影像数据进行关联，实现医疗信息的一体化管理。这

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及检查要求，

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服务[7]。影像技术一体化管

理系统可以对影像数据进行智能化的分析和管理，通

过系统的辅助，护理人员可以更快速、准确地分析评估

影像数据，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8]。 
综上所述，影像技术一体化管理在放射科护理中

不仅缩短了影像学检查时间，还提升了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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