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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管控下人文关怀对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聂志红

唐县中医医院 河北保定

【摘要】目的 研究疫情常态化管控下人文关怀对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随机在我院 2022年 1
月至 2022年 6 月间在疫情常态化管控下的就医住院患者中抽取 86例为研究的主体，并根据患者就医住院

的先后顺序排序，按照奇偶性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其中奇数组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偶数组为观

察组在常规护理外进行人文关怀干预。最终比较两组患者在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等住院因素上

的满意情况评分以及对于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对于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等满意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疫情常态化管

控下，采用人文关怀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对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等满意情况评分，让

患者对于护理过程更加满意，更好的维护了医院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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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umanistic care on inpatient satisfac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epidemic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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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humanistic care on inpatient satisfac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epidemic normalization.Methods Randomly select 86 inpatients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2 in our hospital
under the control of epidemic normalization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 them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hospitalization and the parity. The odd group is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adopts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even group 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carries out humanistic
care intervention outside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Finally,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on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inpatient factors such as hospitalization environment, health education, discharge guid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erms of hospitalization environment, health education and
discharge guidanc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normal control of epidemic situation, the adoption of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scores on the inpatient environment,
health education, discharge guidance, etc., so that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process, and better
maintain the overall image of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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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以来，我国一直坚守着防

疫、抗疫的决心。新冠肺炎不仅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同

时患者一经感染发病较为迅速，对于全世界人民的身体

健康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为打好此场攻坚战，我

国在 2000年 5月便出台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1]。目前国内的疫情形势趋于常态

化，医院势必首当其冲，不仅需要配合做好排查、检测

等防疫工作，还要尽可能让住院的患者在常态化的疫情

管控中能够感到满意，这对医院来说是具有挑战的阶段
[2]。因此疫情常态化管控下,在住院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可

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干预，让患者能够在住院治疗期间提

高对于就医过程的满意评分，对护理更为满意，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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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放平心态，积极配合治疗[3]。本文对疫情常态化管

控下人文关怀对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具

体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在我院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间住院的患

者中随机选取了 86例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患者住院

的先后时间顺序，按照奇偶性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 43
例，其中奇数为对照组按照常规模式进行护理，偶数为

观察组进行人文关怀干预护理。两组患者均为住院天数

大于一周的患者，同时患者意识清楚，能够写字或正常

沟通交流，患者及家属了解研究内容并自愿参与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对照组 43例住院患者中，男 25例，女 19
例，年龄 20～73岁，平均年龄（50.98±4.57）岁；观察

组 43例住院患者中，男 23例，女 21例，年龄 22～71
岁，平均年龄（50.04±4.36）岁；对比两组患者的更像

基础信息发现无明显差异（P＞0.05），满足研究的可

比性要求。

1.2方法

对照组在患者的住院期间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从

患者检查、用药、饮食等方面进行指导，做好患者的各

项资料登记和整理，予以患者基础的健康知识教育。

观察组则在常规模式基础上进行人文关怀干预：

（1）护理态度：住院患者在疫情常态化管控的模式下，

与亲人之间的交流极少，常常会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

中，此时对于护理人员些许的态度变化都会异常敏感。

因此需要对护理人员的态度有着高标准的要求，建立有

效的行为、态度准则，通过专门的培训让护理人员从姿

势、面部表情、行为举止上尽可能统一，面对患者要随

时保持微笑和耐心，让患者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因为良

好的护理态度而感到安心。（2）护理水平：要加强护

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训练，提高护理水平，让患者

能够放心安心的住院，同时要求医护人员在患者住院期

间耐心的与患者交流，维持良好的关系。（3）护理环

境：患者处于陌生以及与他人共处的大环境中，往往会

感到不适应，因此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了解

患者的习惯及喜好，尽可能为患者创造温暖舒适的空

间。（4）心理护理：在人文关怀护理中，最终要的是

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因此要积极与患者沟通，了解

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心理历程，针对不同患者采用适宜的

方式进行安慰和劝导，同时要与家属协作，消除患者的

疑虑和不安，让患者积极应对治疗。（5）健康宣教：

针对患者的病情和心理，通过播放视频、实际案例等多

样化的方式，从患病原因、治疗方案、注意事项以及生

活指导等方面对患者进行宣教，让患者掌握自身情况以

及相关事项从而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进行治疗。

1.3观察标准

1.3.1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满意评分

对比两组患者对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满

意评分，其中 100分为满分。

1.3.2护理满意度

在患者出院前，采用传统的问卷模式，让患者对住

院期间护理的满意程度进行打分，其中患者主要从护理

人员的态度、护理的方式、护理项目以及护理效果等方

面进行评价，均为 25分，共计 100分。其中最终得分

在 90分及以上的说明患者感到非常满意，在 80-90分
之间的说明患者一般满意，分数处于 80分以下说明患

者不满意，非常满意和一般满意均计入满意例数中。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满意评分

观察组患者在住院去、中对于住院环境、健康宣教、

出院指导满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2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感到满意及以上的有 41 例，占比

95.35%，对照组患者感到满意及以上的有 34例，占比

79.07%，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1 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满意评分（χ±s）

组别 例数 住院环境（分） 健康宣教（分） 出院指导（分）

观察组 43 93.87±2.74 94.64±2.21 94.05±3.06

对照组 43 88.53±2.66 87.94±2.39 85.33±3.31

t - 9.169 13.497 12.729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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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43 27（62.79） 14（32.56） 2（4.65） 41（95.35）

对照组 43 9（20.93） 25（58.14） 9（20.93） 34（79.07）

χ2 - 15.480 5.677 5.108 5.108

P - 0.001 0.017 0.024 0.024

3 讨论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近期以来疫情已经呈现

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以及医院管理防控已经从

应急状态转为常态管理形势[4]。但是冠状病毒除了

具有强传染性外，逐步也出现隐蔽性高的形式，我

国目前仍旧存在部分地区疫情反复不断，因此疫情

管控仍旧至关重要[5]。住院部病情较为复杂、人员

繁多，不仅有住院的患者，还有许多前来探望病人

的家属，在当前疫情以及防疫趋势下下，在住院部

采用限制人员出行、尽可能减少家属的来访等一系

列有效的防控管理措施是必要的[6]。在常态化管控

的原则下，许多住院患者表现出了不满的情绪，容

易出现消极心理，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医院的治疗。

疫情常态化管控下的住院患者除对病情感到不

安外，也会因为家属不能探病而感到孤单，从而产

生不满的消极情绪。采用人文关怀护理干预的模式，

能够让患者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中找到舒适的感觉，

让患者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从而放下内心的不安

及不满，配合积极治疗。在本次研究中，通过人文

关怀护理患者对于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

等满意情况评分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患者对于护理

的满意度也大大提高。

综上所述，对疫情常态化管控下的住院患者护

理过程中采用人文关怀进行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对

于患者住院环境、健康宣教、出院指导的满意评分，

同时提高护理满意度，让患者能够以满意的态度配

合治疗，对于提升医院形象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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