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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影像科开展优质护理的效果与价值 

潘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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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影像科实施优质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影像科接受诊断的患者，将

其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00 例，以随机数表法分为数量均等的两组，其中一组患者接受优质护理，为研究组，另

一组患者则接受常规护理作为对照，对护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比较。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幅度

更大，图像优良率大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影像科实施优质护理可以使得护患关系更加融洽，心理状态

更加优异，图像优良率得到提升，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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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the imaging department 

Haiqin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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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mplementing quality care in the imaging department.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atients in our imaging department diagnosis, as a research object, a total of 100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is divided into equal number of two groups, one group of patients receive high quality 
care, for the study group, the other group of patients receive routine care as a contro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Mor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bett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the imaging department can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more harmoniou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more excellent, and the image excellent quality rate is improved, which is a 
method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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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用于医学研究，使得医疗质量大幅度提高，同

时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改善

护理工作中的缺陷，加强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是目前

医院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医学成像技术在临床

上的广泛使用，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检查手段。

通过 X 线、CT、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可以检测出更

多的疾病，从而达到早期治疗和干预的目的。对于放射

影像学的诊断、治疗方案的选择和预后情况的判断，做

好放射科护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1]。优质护理服务是当

前临床上正在推行的一种新的护理服务方式，它在以

人为中心的护理思想基础上，从心理疏导、护理规范、

人文交流等方面来对病人进行干预，这就需要护理人

员在工作过程中不仅要注意病人的身体状况，更要从

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来对病人进行护理，同时

要把优质护理理念运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从而提升

护理工作的质量。文章着重讨论了影像科实施优质护

理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在我院影像科接受诊断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对比分析，样本选自 2023 年 1 月-12 月，以

随机数表法分为数量均等的两组，研究组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范围（19-64）岁、平均年龄（41.73±1.46）
岁。对照组男 22 例，女 28 例，年龄范围（20-64）岁、

平均年龄（41.92±1.28）岁。两组患者的组间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建立健康教育专

栏，张贴有关影响检查诊断方面的知识；在诊室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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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色灯，以保证诊室内照明充足，清洁卫生。必要时检

查床的一次性中单及时更换。设置病人更衣室，内设锁

柜，设置金属探测安检门，将水杯等放置均放在显眼的

地方。预约时要跟病人做好检查前指导，让患者做好检

查前准备，介绍相关的流程和检查后要注意的事项，在

进行静脉穿刺的时候要遵守无菌操作。腹部检查前要

空腹 4-6 小时，进行检查时，会帮助患者戴上耳机、耳

塞，协助病人取舒服安全的姿势，CT 检查时为防止辐

射会用铅衣防护等，不能配合检查的患者会建议家人

陪同，并用固定带防止将病人从床上摔下来。巡查期间，

对候诊现场的秩序进行有序管理，及时做好病人的分

流检查。 
1.2.2 研究组患者接受优质护理。 
（1）心理干预，护士要注重个人形象，要端庄、

大方。因为造影剂检查是一种特殊检查方式，病人对它

的认识不够，所以在检查之前，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紧

张和不安的情绪，比如造影剂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不良

的影响。在实施心理干预前，要对病人的资料进行详细

的检查，并耐心地向病人说明检查的注意事项和检查

的重要性，并对病人的疑问进行耐心的解答，并在说话

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必要时呼吸训练，使病人放松，能

顺利配合检查。在检查过程中，病人的身体会有不同程

度的暴露，护士要向病人解释，并用盖被或者铅衣等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使病人安心。在此期间，病人可能会

在密闭的环境下，如果病人有任何不适，应立即处理。 
（2）健康宣教，除常规干预中对病人进行检查前

的健康教育外，在治疗室中，治疗护士还会对使用造影

剂的病人进行第二次教育，并进行信息核对，并引导他

们到相应的地点等待检查；在诊床上再次核对资料，再

次进行健康教育，告知病人注射对比剂后的不良反应

及处理方法。检查完毕后，要注意观察 30 分钟，期间

对造影剂有过敏反应的要及时处理，必要时送到急诊

科协调处理，没有过敏反应的要拔掉留置针，并叮嘱病

人多喝水。 
（3）询问病史与评估：在检查前询问患者病史，

如有哮喘病史、过敏史、对碘造影剂有过敏反应等，在

造影之前遵医嘱服用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物。此外，

碘海醇还会引起暂时性的肾功能不全，还会影响到甲

状腺功能的检测，所以对于甲亢、严重肝肾疾病等病人

要进行积极的交流[3]。最后，要评估病人的静脉情况，

如果是糖尿病或肿瘤化疗病人，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

熟练的护理人员进行穿刺，最好选择合适的留置针，这

样可以减少造影剂的外渗，同时也可以使对比剂的流

速变得更慢，而不会影响到图像诊断。 
（4）检查中护理：室内温度和湿度分别控制在 20-

22℃、50-60%。影像科配有急救药物及急救设备，急

救推车放置在固定位置，以方便紧急处理。检查时，需

要让病人暴露出检查部位，做好遮挡，做完后及时提醒

病人穿好衣服，做好保暖。在通过静脉注射造影剂过程

中，如果病人出现恶心和发热，要让病人做深呼吸，使

腹部松弛。对恶心呕吐病人，要避免头、脖子仰起，同

时要将呕吐物清理干净，避免发生误吸，可以用温开水

漱口。如果病人出现了皮肤瘙痒的症状，一定要做及时

详细的检查，看是否出现过敏反应[4]。如果是碘过敏导

致的，遵医嘱用地塞米松或抗组胺药进行治疗，并且要

注意不要用手去抓，以防被抓破导致感染。 
（5）检查后护理：检查完毕后，再对病人进行讲

解注意事项，叮嘱病人多喝水（1000m1 左右），以利

于造影剂剂的排出；如果病人出现穿刺部位出血、渗血、

迟发性过敏等并发症，应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图像优良率以及患者的不良情绪的差异进行统

计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统计出的所有数据，都需要使用 SPSS23.0 来

进行专业分析，结果表明，P<0.05，这就意味着差异十

分明显。 
2 结果 
2.1 比较护患发生矛盾的概率、护理质量差异 
对照组图像为优、良、差的概率分别为：32.00%

（16/50）、34.00%（17/50）、14.00%（7/50）；研究

组分别为：54.00%（27/50）、40.00%（20/50）、6.00%
（3/50）研究组和对照组图像优良率分别为 94.00%
（47/50）、66.00%（33/50），研究组图像优良率优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2.2 比较不良情绪差异 
主要评判焦虑评分。在护理前，研究组患者的评分

分别为：（23.08±2.62）分、（22.51±4.15）分；对照组

患者评分分别为：（23.05±3.26）分、（22.52±3.21）分，

在护理之前两类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评分分别为：（14.20±3.20）

分、（14.62±3.10）分；对照组患者评分分别为：

（18.20±3.62）分、（18.14±2.06）分，两组患者的心理

状态评分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影像学是指利用一定的媒介与机体发生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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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示病人体内的组织结构和密度，从而使医生能够

对病人的病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影像学检查以其简便、

动态、实时、可重复性、高灵敏度和低成本等优势，在

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病人的疗效及预后与影像学诊断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

为了更好地提高影像学诊断的准确率，需要对病人进

行相关的护理干预。近年来，影像学诊断技术在临床上

得到广泛应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医疗管理上的冲突与

风险，对护士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由于检

查患者越来越多，等候检查的时间越来越长，患者难免

会发生急躁情绪，由于护士不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而

发生的语言解释不清的情况，从而引起一定纠纷，在某

种程度上会对病人的病情进行检查产生影响，也影响

到病人到医院的就医体验。 
长期以来，国内的护理方式都是以临床为主，护士

只单纯服从命令，完成医嘱，而忽略了病人的心理护理。

为了响应国家卫生部门关于高质量护理的号召和要求，

以及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医疗需要，优质护理工作已

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6]。随着病

人对医院就医环境和护理要求的不断提升，影像医学

已经延伸到了造影和介入诊断等方面，因此，影像科护

士必须主动向真正意义上的、以病人为核心的高质量

护理服务方式转型。护士必须将医学理论与临床护理

基本知识相结合，严格遵循有关程序，根据病人的心理、

生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临床护理，从而全面提升医疗

检查的质量[7]。以人为中心是优质护理的核心，它是对

快速康复思想的补充，它从心理、生理等多个方面来满

足病人的需要，促进病人的依从性。由于影像科的特殊

性，护理人员在做好影像科工作的同时，也要在检查前、

检查中、检查后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措施，同时也要加

强对护理服务的认识和责任感，让护士由被动服务转

向主动服务，变主动服务为感动服务，逐渐形成特色服

务[8]。在护理执行中，护士要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减轻痛苦，预防疾病，增强工作责任心，从根本上解决

病人在影像检查中遇到的问题，让病人感觉到关怀与

关怀，从而保证了护理工作的质量。本次研究数据显示，

研究组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幅度更大，图像优良率大

于对照组。表明影像学检查应用优质护理干预可提高

图像优良率，改善患者情绪，保证检查的顺利进行，护

理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在影像科探索和完善护理服务中实施

优质护理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思想，

对减少检查错误提高图像质量，提升检查效率，也有助

于患者对科室检查服务的满意，同时也加强了护理与

诊断医师和检查技师的协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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