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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影像学检查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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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在影像学检查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

在我院接受影像学检查的 25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和实验组，每组均包含 125 例，

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比较两组的心理状态及检查依从性差异。结

果 干预后，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更低（P<0.05）；实验组的检查依从性显著更高（P<0.05）。
结论 心理护理在影像学检查患者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还能够显著提高

患者的检查依从性，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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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imaging 
examinations. Methods 25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maging examination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12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care in addition to routine care.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differences in compli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imaging examinations.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examination compliance.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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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检查是当代医学诊断的关键工具，被普遍

运用于多种疾病的诊疗过程中。然而，由于影像学检查

过程中可能涉及辐射、侵入性操作等因素，部分患者往

往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不仅影响患者的心

理状态，还可能降低检查依从性，进而影响诊断的准确

性和治疗效果[1]。因此，如何有效缓解影像学检查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检查依从性，成为当前临床工作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心理护理作为一种以患者为中心，

旨在改善其心理状态的护理模式，近年来在影像学检

查中的应用逐渐增多[2]。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护理在影

像学检查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

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接

受影像学检查的 25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和实验组，每组均包含 125 例。

参考组中，男性 69 例，女性 56 例；年龄范围 18-75 岁，

平均年龄（46.52±12.34）岁。实验组中，男性 67 例，

女性 58 例；年龄范围 19-74 岁，平均年龄（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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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岁。两组患资料差异不大（P>0.05）。本研究已

获我院官方伦理审批。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与研究。 
1.2 方法 
参考组接受常规护理，涵盖向患者阐释影像学检

查的具体目的、流程及需注意的事项，并辅助病人完成

检查预备工作，例如更换检查服装及调整适当体位等。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具体措施

如下： 
（1）心理评估：在患者接受影像学检查前，对其

进行全面的心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患者的焦虑、抑郁

程度，对检查的恐惧和担忧，以及以往的医疗经历和心

理承受能力等。 
（2）个性化心理干预：基于心理评估的结果，为

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干预。对于焦虑情绪较重的患

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引导患者正确认识影像学

检查的重要性和安全性，纠正其不合理的恐惧和担忧。

同时，通过模拟检查场景、讲解检查过程等方式，帮助

患者熟悉检查环境，减轻紧张和恐惧感。对于抑郁情绪

明显的患者，则更注重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心理护理

团队通过倾听、安慰和鼓励，增强患者抗病信心，减轻

其负性情绪。此外，还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其他心理干预方法，如音乐疗法、艺术疗法等，以达到

最佳的心理护理效果。 
（3）情绪调节技巧培训：通过直观的示范和详尽

的讲解，向患者传授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训练、正

念冥想等多种实用的情绪调节技巧。并鼓励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定期练习，以持续增强心理护理的积极效果。 
（4）家庭支持：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与合作，

使其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和情绪状态，并鼓励其为患

者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家属的关心和支持对于缓解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至关重要。定期与患者家属沟通，

共同制定护理计划，确保患者在家中得到充分的关怀

和照顾。 
（5）随访与反馈：在患者接受影像学检查后，进

行定期的随访和反馈。通过电话、短信或家访等方式，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恢复情况，及时给予指导和支

持。对于情绪仍然不稳定的患者，继续提供心理干预和

咨询。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

郁自评量表（SDS）来衡量患者的心理状态。SAS 得分

≥50 分则显示有焦虑情绪；SDS 得分≥53 分则反映存

在抑郁情绪。分数降低，代表焦虑抑郁程度的改善。 
（2）检查依从性：不依从为患者拒绝接受检查或

检查过程中完全不配合；部分依从为患者虽然接受检

查，但配合程度较差，如未按时到达检查室、未按照医

生指示摆放体位等；完全依从为患者完全接受检查，且

配合程度良好，无任何违规行为。总依从率=（部分依

从例数+完全依从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²）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对连续变量进行统计，以%和

（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 
干预前，两组的心理状态差异不大（P>0.05）；干

预后，实验组的 SAS及 SDS 评分均显著更低（P<0.05），
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检查依从性 
实验组的检查依从性明显高于参考组（P<0.05），

详见表 2。 
3 讨论 
影像学检查，作为现代医学诊断的重要支柱，通过

X 射线、CT、MRI 等多种技术手段，为医生提供了直

观、准确的病变信息，对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准确诊断

和有效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4]。然而，在影像学

检查的过程中，患者往往需要面对陌生的检查环境、仪

器的噪音、长时间保持特定体位的不适，以及辐射暴露

的担忧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引发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进而影响治疗效果[5]。 

表 1  两组的心理状态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125 58.32±9.43 45.52±8.23 58.79±10.69 46.85±8.56 

参考组 125 58.25±9.41 53.72±9.85 58.92±10.76 54.33±9.46 

t - 0.059 7.143 0.096 6.555 

P - 0.953 0.001 0.924 0.001 

sx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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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的检查依从性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依从 总依从 

实验组 125 4（3.20） 47（37.60） 74（59.20） 121（96.80） 

参考组 125 19（15.20） 60（48.00） 46（36.80） 106（84.00） 

χ2 - 
 

9.440 

P - 0.002 

 
常规护理虽然能够为患者提供基础的检查指导和

信息，确保检查流程的顺利进行，但在面对患者复杂多

变的心理需求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6]。相较于常规护

理，心理护理聚焦于患者的心理层面，通过详尽的心理

评估来深入洞察患者的心理状态与需求，并据此提供

定制化的心理支持措施[7-8]。在本研究中，实验组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理护理，结果显示，相较于参

考组，实验组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更低，且检查依

从性显著更高。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心理护理在缓解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检查依从性方面的显著效果。

心理护理通过多种方法帮助患者缓解负面情绪。首先，

认知行为疗法能够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影像学检查的重

要性和安全性，纠正其不合理的恐惧和担忧[9]。其次，

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能够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关

心和支持，减轻其孤独感和无助感。此外，情绪调节技

巧培训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训练等，也能够帮助

患者提高情绪调节能力，更好地应对检查过程中的不

适和紧张[10]。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得心理护理在

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检查依从性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影像学检查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不仅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还

能有效提高检查依从性，为检查的顺利进行和后续治

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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