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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医保患者护理过程中的重要性探讨及应用措施

张 瑛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妇幼保健院 甘肃张掖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在医保患者护理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医保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研究组实

施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护理前与护理后心理状态评分、医保认知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护

理后研究组心理状态评分较低，医保认知评分较高，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结论 医保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效

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医保认知程度，帮助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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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medical insurance patients

and its application measures

Ying Zhang

Gan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Zhangye City, Gansu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medical insurance patients. Methods: 60 medical insurance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study group implemen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state, medical insurance cogni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lower, the cognitive score of medical insurance was higher,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medical insurance patients has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cogni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help to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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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可以满足大多劳动者的基本医

疗需求，属于一项惠民政策，可以有效保障参保人员

的身体健康，也是现阶段人们比较关注的民生问题[1]。

但是，由于患者对医保政策、报销途径等相关内容并

不了解，导致发生一系列的医疗问题。医保患者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增加了患者的

心理压力，对疾病治疗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严重也

会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对医患关系也有很大的影

响。由此可见，宣传医疗保险政策尤为重要，主动向

患者讲解医保的报销途径、比例等内容，针对患者的

不同心理特点，采用不同心理疏导方式，促使患者能

够获得更优质的治疗与护理服务。因此，本文中针对

心理护理的应用的重要性展开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年 5月-2021年 5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医保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0例。

对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25-82 岁，平均年龄

（50.89±3.29）岁，其中内科患者 30例，外科患者 25

例，其他 5例；研究组男 17例，女 13例，年龄 26-83
岁，平均年龄（50.72±3.17）岁，其中内科患者 28例，

外科患者 26例，其他 6例。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向患者简单讲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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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相关知识，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并做好疾

病护理工作。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首先全

面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出患者出现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的原因，并制定针对性心理疏导方案，具

体为：（1）加强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与学习：主要针

对不理解医保政策以及不了解医保报销途径比例患者

实施的一种宣传手段，与患者建立有效的沟通，通过

医保政策相关知识的宣传，加强患者对医保报销给力

的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有效的沟通宣传、耐

心地讲解，可以打消患者心中的疑惑，同时，还应主

动告知患者或家属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的待

遇，放心去接受治疗。详细了解患者生活当中的实际

需求与困难，关心患者的健康问题，促使患者能够积

极配合治疗。（2）对医保报销比例期望过高的患者：

此类患者因为治疗费用而对医保政策产生了怀疑，护

理人员应该从患者的家庭情况、职业等多方面关心、

照顾患者，疏通患者的不良情绪，缓解因为疾病带来

的失望、紧张、不安等情绪。同时，做好患者的思想

工作，主动告知患者保险的制度属于惠民政策，是国

家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基本政策，讲述医保在社会

当中的作用，并且说服患者消除疑虑。针对存在肾衰

竭、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患者，应

该站在医疗专业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帮助患者建立治

疗的信心，从患者子女、工作、家庭收入等多方面进

行劝说，促使患者能够积极治疗，缓解负面情绪。（3）
担心医保用药的患者：因为患者出现了紧张、不安与

恐惧心理，所以，应该加强对医疗保险政策基本知识

的宣传，纠正患者对医疗保险的错误理解。此类患者

会产生明显的紧张，不安等情绪，这些问题主要来自

疾病、手术治疗以及恶性肿瘤等，因为担心自身的安

全、能否得到彻底治愈而感觉得到恐慌，护理人员应

该为患者详细讲解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的目录以及诊疗

项目，并主动说明此项目是由国家组织医疗保险专家

以及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非常具有科学性，可

以解决患者疾病治疗需求。（4）有部分患者以前享受

过公费报销，现在失去了治疗待遇，心理会出现明显

的落差，此类患者极易出现易怒、激动与不满等情绪。

因此，护理人员应该耐心讲解医保相关政策，并了解

患者的性格特点、职业与家庭情况等，采用不同的方

式来开导患者，促使患者以平稳的心态去接受治疗。

在面对此类患者时，护理人员应该沉着冷静，以平和

的态度去说服患者，耐心讲解报销的途径，解答患者

内心的疑惑，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护理前与护理三个月后心理状态评

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在 7 分

以下为无焦虑症状，7-20分轻度焦虑，21-28分为中度

焦虑，29 分以上为严重焦虑；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8 分以下为无抑郁症状，8-20 分为轻度

抑郁，21-35 分为中度抑郁，35 分以上为严重抑郁。

分数越低，焦虑、抑郁情绪越轻。（2）对比两组医保

认知，包括医保政策、报销比例、报销途径，每项总

分为 10 分，分数越高，医保认知程度越高。（3）对

比两组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总分 100分，80-100分为非常满意，60-79分为满意，

60分以下为不满意，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满

意度越高，护理效果越好。

1.4 数据分析

本文的数据处理使用 SPSS17.0软件，计量资料用

（x±s）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

护理前对比 P＞0.05，护理后研究组 HAMA、

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医保认知评分

研究组医保政策（8.56±1.02）分，报销比例（8.05
±1.20）分，报销途径（8.41±1.19）分，对照组医保

政策（6.50±1.03）分，报销比例（6.10±1.32）分，

报销途径（6.05±1.15）分，研究组评分高于对照组，

T=7.7837,5.9871,7.8110，P=0.0000，组间差异显著，P
均＜0.05。

2.3 对比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 96.67%（29/30），其中非常

满意 20例，占比 66.67%（20/30），满意 9例，占比

30.00%（9/30），不满意 1例，占比 3.33%（1/29）；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6.67%（23/30），其中非常满意

15例，占比 50.00%（15/30），满意 8例，占比 26.67%
（8/30），不满意 7 例，占比 23.33%（7/29）。两组

对比ꭓ 2=5.192，P=0.023，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心理状态（x±s；分）



张瑛 心理护理在医保患者护理过程中的重要性探讨及应用措施

- 163 -

组别

HAMA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30） 14.34±2.71 8.30±1.55 14.45±4.27 10.59±1.24

对照组（n=30） 14.84±2.04 12.87±1.14 14.13±4.72 13.73±1.98

T 0.8074 13.0093 0.2754 7.3616

P 0.4228 0.0000 0.7840 0.0000

3 讨论

医疗保险是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与推广的一项惠民

政策，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还能够改善患

者的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特别是对于职业病、严重

创伤的患者来讲，医疗保险更是一个重要的保障[2]。但

是，在医疗保险的推广与应用期间，很多患者对于相

关政策的制度并不了解，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抵触、投

机取巧、厌烦等一些不良情绪，因此，针对此类患者

的心理特点应该进行调查分析，并且采取有效的干预

措施。

不了解或者不理解国家医疗保险政策的患者，其

主要心理特征为焦虑、烦躁、此类患者的情绪更偏向

于极端，导致极端情绪出现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多方面，

针对身体存在创伤的患者，因为疾病的突然发生，患

者并没有良好的心理准备，担心自己生活会受到干扰，

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大多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

会出现不同程度沮丧、失望等负面情绪。本文研究中

显示。护理后研究组心理状态评分较低，医保认知评

分较高，护理满意度较高，P＜0.05。通过分析患者出

现负面情绪的原因，对其展开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从

医保政策宣传、医保药物目录宣传等多方面进行护理，

能够促使患者全面掌握医保知识，更好地配合治疗，

获取最佳的治疗效果[3]。

综上所述，医保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效果显著，可

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医保认知程度，

帮助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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