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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科检查中优质护理的应用分析 
王美娜 

（平度市人民医院  2667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影像检查患者进行优质护理的效果。方法：择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我院影像科收治的患者 160 例作为研究
对象，用随机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度招租，每组各 80 例患者。在两组患者接受影像检查的过程中，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对观察组患
者进行优质护理。然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接受影像检查
的患者进行优质护理能有效降低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且能显著提高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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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带动了临床影像学的不断发展,
目前,在临床上影像检查已经成为诊断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但是,
根据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患者没有认识到影像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在影像科检查的过程中,会出现患者无法积极配合的情况,导致
检查结果不够准确,无法对疾病的情况进行准确的判断,在一定的情况
下要对检查者实施护理干预,但是实施传统、落后的护理干预无法达
到一定效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发现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进行优质护理的干预,可以有效的改善对影像检测的态度,提
高检查的准确度和检查的效率,进一步提高护理满意度。本文探讨优
质护理在影像科检查中的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17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我院影像科收治的 160 例接受影

像检查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均有患者 80 例。在对照组患者中，有男性 38 例，女性
42 例，年龄为 20～69 岁，平均年龄为（50.7±2.1）岁，其中接受结
肠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42 例、接受静脉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24 例、接受
肾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14 例 ；在观察组患者中，有男性 46 例，女性
34 例，年龄为 21～70 岁，平均年龄为（56.2±2.2）岁，其中接受结
肠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38 例、接受静脉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30 例、接受
肾造影检查的患者有 12 例。两组患者在基本资料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P＞0.05)。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是：1）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2）对造影剂等药物无过敏反应的患者。研究
对象的排除标准是：1）不愿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2）妊娠期女性。
3）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案对对照组患者进行护理，如

热情接待患者，对接受检查的患者进行引导、对其检查的项目进行指
导、对其进行健康宣教、对其进行检查护理等。 

1.2.2 观察组：（1）成立优质护理小组，小组成员需热情接待进
入影像科的患者，并引导其进入候诊室等候检查。同时，小组成员需
确保候诊室及检查室的舒适、整洁，并在患者接受检查前详细告知其
注意事项。（2）优质护理小组成员要做好风险预防工作，特别是对于
接受介入性检查的患者，要预防其发生感染等并发症。同时，小组成
员要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的原则。（3）在患者接受检查前，小组成员要
详细询问其病史、有无造影剂过敏反应史及各类药物的过敏反应史。
对于哮喘患者，应尽量避免对其使用造影剂。（4）小组成员要对患者
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以消除其负面情绪，使其能够以积极的心
态接受检查。此外，小组成员还要多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交流，以让
其家属能够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5）小组成员要对患者进行有针对
性的护理：1）对接受结肠造影检查的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的方法是：
①嘱患者在接受检查前禁止摄入食物。②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对患者
进行灌肠处理，以保证其结肠内的清洁，从而提高造影的清晰度。③
在对患者进行结肠插管的过程中，要注意动作轻柔，并嘱患者尽量放
松。2）对接受静脉造影检查的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的方法是：①对
患者的静脉条件进行评估。对于静脉条件不佳的患者，应交由经验丰
富的护理人员对其进行穿刺操作。②在进行静脉穿刺的过程中，要遵
循快、准、轻的操作原则。3）对接受肾造影检查的患者进行针对性
护理的方法是：①嘱患者在检查前不要饮水。②在为患者注射造影剂
的过程中，询问其是否出现皮肤瘙痒、恶心等症状，并告知其上述症

状均属于正常的过敏反应。③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并嘱其不要抓挠
瘙痒部位。④若患者的过敏反应较为严重，可遵医嘱使用异丙嗪为其
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如皮肤反应、胃肠道反应及感染等。

2）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研究中的数据录入到 SPSS22.0 软件中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用（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
2c 检

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7.4%，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2.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皮肤反应   胃肠道反应   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80       0           2         0      2.5 
对照组   80       4           14        12     37.4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总满意率为 65.0%，观察组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总满意率为 97.5%，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70（70/80）   8（8/80）   2（2/80）    97.5 
对照组  32（32/80）  20（20/80） 28（28/80）   65.0 

3 讨论 
进行影像学检查的目的是为医师诊断患者的病情及为其制定治

疗方案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因此，对接受影像学检查的患者进行优
质护理至关重要。若护理人员能够做好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及有针对性
的心理疏导，使其能够对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做到心中有数，
就能避免因其心态问题而出现检查结果方面的误差。此外，优质护理
的宗旨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明确患者所要接受的检
查项目及相应的注意事项，并总结分析其可能出现的护理危险事件，
然后制定出完善的风险预防预案，从而杜绝护理危险事件的发生。 

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见，对接受影像检
查的患者进行优质护理不仅能有效降低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能显
著提高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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