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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在 CT 增强扫描检查患者中的应用及对
生活质量的影响 

郭晶晶 

（六安市中医院影像中心） 

摘要： 目的：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中引入人文关怀护理，探究此项护理的应用效果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纳入符
合本次研究要求的 60 例在本院（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落实对其相关资料的分析，按护理形式的不同点
作为分组标准，将 60 例患者均分为 2 组，其中 30 例纳入者为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30 例纳入者为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人文关
怀护理，对比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结果：在护理前，监测 2 组焦虑情绪，即用 SAS 工具评估，2 组无差异，P>0.05；护理开展后，监测 2 组
SAS 评分，均下降，而实验组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在护理前，监测 2 组的生活质量，用 SF-36 量表，发现无差异，P>0.05；护理
开展后，监测 2 组 F-36 评分，均上升，而实验组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时，引入人文关怀护理，
既能减轻患者的焦虑心理，还能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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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增强扫描检查属于目前临床最常用的一种检查诊断疾病的方

法，其具有准确性高的优点，但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时，会增加
碘造影剂的使用量，此时会导致患者在检查后出现不良反应，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1]。因此，在实施 CT 增强扫描检查时，
为患者配合有效的护理模式非常有必要。人文关怀护理属于近年来临
床较为常用的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将其用在行 CT 增强扫描检查患
者中，可以保证检查的顺利开展与结束[2]。本文就取 60 例患者，探
究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中引入人文关怀护理的应用效果及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符合本次研究要求的 60 例在本院（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落实对其相关资料的分析，按护
理形式的不同点作为分组标准，将 60 例患者均分为 2 组，其中 30
例纳入者为对照组，30 例纳入者为实验组。研究对象中，对照组男
性、女性人数分别 18/12 例，年龄 25-70 岁，平均（47.24±4.06）岁，
肝脏扫描检查、肺癌扫描检查分别 10 例、20 例。实验组男性、女性
人数分别 17/13 例，年龄 28-71 岁，平均（48.04±4.11）岁，肝脏扫
描检查、肺癌扫描检查分别 12 例、18 例。对比 2 组临床资料，不存
在统计学价值（P>0.05）。将过敏体质者与有过敏史者、对造影剂过
敏者排除。 

1.2 方法   
对照组：在检查前，由护理人员提前向患者说明检查流程与注意

事项，普及检查时的配合方法等，在检查之后，观察半小时患者无异
常后方可让其离开。基于此，实验组增加人文关怀护理，如下： 

1）在检查前，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询问患者的病史、过敏
史、用药情况等，讲解 CT 增强扫描的优点、流程与相关注意事项等，
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安抚，保证检查可以顺利结束。2）选择弹性
好、管腔粗、易固定的血管进行穿刺，在穿刺时，需要避开静脉瓣、
关节，保证一次性穿刺成功。3）患者因对 CT 增强扫描不了解，在
检查时会出现不良心理，易出现错误行为，影响检查。故需要亲切地
与患者交流，疏导不良情绪，满足患者合理的需求，提供人文关怀护
理服务。为患者创造温馨、舒适的检查室环境，缓解不安心理。4）
做好交叉感染预防护理，帮助患者摆放舒适的体位，在满足检查条件
时，对于非检查部位做好保护，保护好患者的隐私。5）检查后观察
半小时，对穿刺点的情况进行观察，叮嘱患者多喝水，促使造影剂可
以尽快排出。观察半小时无异常后叮嘱患者离开。 

1.3 评价标准   
对比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用 SAS、SF-36

量表评估，前者为反向评分，后者为正向评分[3]。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处理数据，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护理开展后，监测 2 组 SAS 评分，均下降，而实验组 SA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0.05）；护理开展后，监测 2 组 SF-36 评分，均上升，
而实验组 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对比 （ x s± ） 

SAS 评分 SF-36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5.45±3.54 37.08±3.88 58.45±12.27 88.74±12.10 
对照组 52.17±4.28 44.30±5.26 57.67±11.26 75.45±11.13 

3.讨论 
CT 增强扫描检查可以有效提高疾病诊断符合率，此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因采用了增强造影剂，既能提高检查准确性，还能对病情进行
判断。有研究发现，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后，虽能提高检查准确
性，但仍有部分患者会在检查后出现不良反应。因此，为开展 CT 增
强扫描检查的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非常有必要。 

近年来，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中应用较为广泛，其遵循以人为本
的护理原则，将其用在行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中，可以帮助患者
稳定情绪，减少不良反应。如在检查前，对患者的身心状态进行全面
的评估，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指导，以此来提高患
者对检查的认知度、配合度；采用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与人文关怀护理，
可以帮助患者减轻心理压力，使其能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保证相关
体征可以短时间内被观察到，保证穿刺护理的顺利开展[4]。而且人文
关怀护理是以现代化护理理念为基础，以患者的需求为核心，提供多
元化、全面的护理服务，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开展 CT 增强扫描检查的患者中引入人文关怀护理，
应用效果显著，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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