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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耳鼻喉科门诊护理工作中的应该 

李树琼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 研究耳鼻喉科门诊患者运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耳鼻喉科

门诊患者，病例数 70 例，纳入时间段为 2020 年 2 月～2020 年 6 月。为了提升研究效果，采用分组式结果

分析，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n=35 例）与对照组（n=35 例），组别不同运用的护理对策不同，对照组患

者运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重点

记录患者护理满意度、服务态度评分等。结果 运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观察组耳鼻喉科门诊患者，护理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为了缩短耳鼻喉科门诊患者就诊时间，本次研究

对门诊患者运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结果显示患者就诊满意度有效提升，健康教育评分明显提高，可在临床

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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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out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Methods: This study needs to select outpati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The number of cases is 70. The enrollment period is from February 2020 to June 2020.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effect, the group-based result analysis was adop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35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n=35 cases). Different groups used different nursing strategie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and service attitude scores.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used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outpatient visit time of ENT clinics, this study used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out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outpatient visits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health educatio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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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耳鼻喉科门诊患者，运用不

同护理方法分组对比，以此来探究个性化护理干预

效果，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需要纳入 70 例耳鼻喉科门诊患者，研

究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2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6
月。对照组（n=35 例）耳鼻喉科门诊患者运用常规

护理措施，患者年龄≥5 岁，≤76 岁，平均年龄（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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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0 例、15 例，最短病

程为 1 个月，最长病程为 4 年，平均病程（2.36±
0.36）年；观察组（n=35 例）耳鼻喉科门诊患者采

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年龄≥4 岁，≤78 岁，

平均年龄（46.98±3.02）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1 例、

14 例，最短病程为 5 个月，最长病程为 4 年，平均

病程（2.89±0.21）年，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度低

（P＞0.05）。本次研究纳入标准：（1）具有不同

种耳鼻喉疾病。（2）在门诊诊疗的同时进行护理干

预。排除标准：（1）因合并类疾病导致的耳鼻喉疾

病。（2）有严重肝脏、肾脏类疾病。 
1.2 方法 
对照组耳鼻喉科门诊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措施，

即健康教育、用药指导等。 
观察组耳鼻喉科门诊患者采用个性化护理干预

措施，具体实施如下：（1）初诊患者，部分初诊患

者对就诊流程、病区环境以及挂号诊疗等知识了解

度低，若护理人员未及时进行指引，会间接增加患

者就诊时间，耽误疾病治疗[1]。对于该种状况护理

人员需要主动与患者交流，并告知其就诊流程，询

问患者症状或疾病情况，依据询问结果告知检查区

域、缴费区域、具体就诊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使

患者及时得到有效治疗[2]。（2）复诊患者，门诊护

理人员需要热情、主动接待复诊患者，并告知患者

自觉遵守就诊秩序，排队期间需要针对患者检查结

果对其进行健康教育，主要是讲解疾病相关知识、

发生原因以及治疗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患者对疾

病的了解程度，提升患者治疗信心。此外，尽量做

到由初诊医生治疗复诊患者，以提升后续疾病治疗

效果[3]。（3）急危重症患者，急症患者病情变化快，

情况严重，对于该类患者应该提前安排就诊。直接

转送、搀扶到急诊中心，在此过程中需要安抚患者

与家属的情绪，并实时观察患者面色、神志等。（4）

老年患者，老年患者运动功能、理解能力以及听力

等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多数患者还具有合并类疾

病，该类患者就诊流程尽量简短[4]。门诊护理人员

在接诊过程中需要询问患者有无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以及冠心病等疾病，从而帮助门诊医生有效

诊疗的。此外，在向老年患者讲解就诊流程、注意

事项以及疾病情况等，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5]。

（5）年幼患者，儿童患者年龄比较小，自我控制能

力差，在就诊过程中容易出现哭闹、乱跑等情况，

容易对门诊就诊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对于该种情况，

护理人员可以在患者就诊过程中，发放漫画手册以

吸引患者注意力。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耳鼻喉科门诊患者观察指标为

护理满意度、就诊秩序、服务态度、护理操作以及

健康教育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提升研

究数据准确性，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

计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22.0 中，以此完

成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分

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表

达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观察指

标中护理满意度用（%）表示，就诊秩序、服务态

度、护理操作以及健康教育用（分）表示， 
数据比较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

＜0.05）表达。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就诊秩序、服务态度、

护理操作以及健康教育评分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5 20（57.14） 13（37.14） 2（5.71） 33（94.28） 

对照组 35 16(45.71) 10(28.57) 9(25.71) 26(74.28) 

X2  3.014 3.488 2.014 4.266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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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例数 就诊秩序 服务态度 护理操作 健康教育 

观察组 35 92.03±2.14 93.78±3.01 94.36±3.47 95.47±2.01 

对照组 35 78.25±3.47 76.25±2.47 79.32±3.45 75.36±2.03 

X2  3.881 4.155 3.144 4.255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质量不

断提升，加上信息普及度的提升，对护理服务要求

也随之提升。目前，医院临床护理不断发生转变，

与传统护理相比，在健康教育、专业技术、服务态

度等方面得到有效提高。而门诊是护理人员、患者、

家属以及医生与疾病斗争的主要场所，又被称之为

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桥梁，耳鼻喉门诊患者数量多，

并且疾病具有较高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多样化，

进而导致患者就诊期间比较容易出现医患摩擦，不

仅影响患者治疗，还影响医院在患者心中的形象[6]。

本次研究在耳鼻喉科门诊运用个性化护理干预，该

种干预方式既以患者疾病为出发点，还将患者作为

整个护理工作的核心，对患者实施针对性健康教育、

疾病讲解等。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运用个性

化护理干预就诊秩序为 92.03±2.14 分、服务态度为

93.78±3.01 分、护理操作为 94.36±3.47 分、健康

教育为 95.47±2.01 分；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就

诊秩序为 78.25±3.47 分、服务态度为 76.25±2.47
分、护理操作为 79.32±3.45 分、健康教育为 75.36
±2.03 分，组间差异显著（P＜0.05）。由此说明对

门诊患者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可以促进护理满意

度、就诊质量的提升[7]。主要因为该种干预方式可

以会针对不同年龄段患者采用针对性护理，灵活、

贴切转变护理计划，满足不同年龄段患者的需求，

从而保证门诊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创造稳定、和

谐的医疗环境。此外，运用该种护理干预方式可以

有效体现护理的人文关怀性，使门诊工作不断得以

充实，护理人员工作态度可以得到有效改善，最终

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高，为耳鼻喉科门诊就诊患者

提供舒适的诊疗环境。 
综上所述，对门诊患者运用个性化护理干预，患

者就诊满意度可以得到有效提升，护理人员服务态

度、健康教研员评分明显提高，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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