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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诊患者的心理特点

急诊患者的焦虑情绪表现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心理

上，患者常常感到紧张、不安、害怕和恐惧，担心自己

的病情严重或治疗效果不佳。生理上，患者可能出现

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手抖等身体反应，甚至出

现恶心、呕吐、头晕等症状。其次，急诊患者的焦虑情

绪与疾病的特点有关。急诊患者往往面临着严重的疾病

或创伤，这种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结果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康复或病情会不

会恶化，这种不确定性会加剧患者的焦虑情绪。急诊科

通常是一个繁忙、嘈杂、紧张的环境，患者可能会感到

不适应和恐惧。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需要接受各种检

查、治疗和手术，这些过程可能会引起患者的痛苦和恐

惧，进一步加剧焦虑情绪。最后，急诊患者的焦虑情绪

还与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的缺乏有关。急诊患者往往处

于一种紧急状态，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与家

人、朋友交流和寻求支持。此外，由于医护人员工作繁

忙，他们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心理支持，导致患者的焦

虑情绪得不到有效缓解。总的来说，急诊患者的焦虑情

绪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特点。了解和关注患者的焦虑情绪

对于提供有效的急诊护理至关重要。护士应该通过有效

的心理护理措施，如情绪支持、信息沟通、疼痛缓解和

环境营造等，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提高治疗效果和

患者满意度。

2��急诊心理护理对急诊患者的影响

2.1  缓解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急诊心理护理是指在急诊科对急诊患者进行心理支

持和干预，以缓解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提高其应对

能力和治疗效果。首先，急诊心理护理可以提供情绪

支持。急诊患者常常面临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等紧急情

况，情绪波动较大。护士通过倾听患者的诉说、表达理

解和关心，以及提供安慰和支持，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

焦虑和恐惧，帮助他们面对困难和挑战。其次，急诊心

理护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急诊患者常常面临

未知的疾病诊断、治疗过程和结果，这会导致他们产生

焦虑和恐惧。护士通过向患者详细解释疾病的情况、治

疗过程和可能的结果，提供必要的教育和信息，帮助患

者了解和应对现实，减轻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此外，急

诊心理护理还可以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急诊患者常

常需要接受复杂的治疗和医疗操作，如手术、药物治疗

等。护士通过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解答

患者的疑问和顾虑，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可以增强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促进治疗效果的达到。急诊心理护

理还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应对策略。急诊患者常常

面临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需要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

护士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

问题和困难，引导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增

强应对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总的来说，通过急诊心理

护理的实施，可以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他们

更好地应对急诊情况，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因

此，急诊心理护理应得到重视和推广，为急诊患者提供

全面的护理服务。

2.2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下面将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供个性化的护

理、关注患者需求和提供细致的关怀等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急诊心理护理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在

急诊环境下，患者常常面临紧急情况和不确定性，情绪

波动较大[1]。护士通过倾听患者的需求和关切，表达理解

和关心，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可以

增加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和满意度，提高他们对医疗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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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和依赖。其次，急诊心理护理可以提供个性化的

护理。每个急诊患者的需求和情况都是独特的，因此，

护士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提供相应的护理。通过了

解患者的背景、需求和偏好，护士可以为患者量身定制

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这种个性化

的护理可以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和信任感。此外，急诊心

理护理还需要关注患者的需求。急诊患者可能面临身体

疼痛、焦虑、恐惧等不适，护士应该及时关注和响应患

者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护士可以通过与患

者的交流和观察，了解他们的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进行干预和照顾。

2.3  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恢复
急诊心理护理对急诊患者的影响之一是促进患者的

康复和恢复。下面将从提供支持和鼓励、促进治疗依从

性、提供教育和指导等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急诊心

理护理可以提供支持和鼓励，帮助患者积极面对康复过

程。在急诊环境下，患者可能面临身体疼痛、焦虑、恐

惧等不适，这会对他们的康复产生负面影响。护士通过

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康复态度，

增强他们的康复信心。这种支持和鼓励可以激发患者的

内在动力，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康复活动，加速康复进

程。其次，急诊心理护理可以促进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提高康复效果。在急诊情况下，患者常常需要接受复杂

的治疗和医疗操作，如手术、药物治疗等。护士通过与

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解答患者的疑问和顾

虑，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可以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促进康复效果的达到。此外，急诊心理护理还可以

提供教育和指导，帮助患者了解康复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在急诊情况下，患者可能对康复过程和方法存在疑

虑和不了解。护士可以向患者提供必要的教育和指导，

解释康复的目的和效果，告知患者应该如何正确进行康

复活动和遵循康复方案。通过这种教育和指导，患者可

以更好地理解康复的重要性，增加对康复的依从性，提

高康复效果。急诊心理护理还可以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和

观察，了解患者的康复需求和困难，提供相应的支持和

帮助。护士可以通过倾听患者的需求和顾虑，与他们进

行积极的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康复过程中的困难和问

题。这种个性化的支持和帮助可以增强患者的康复动力

和参与度，促进康复效果的提高。因此，急诊心理护理

在急诊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得到重视和推广。

3��急诊心理护理的实施策略

3.1  认真评估患者情绪和心理状态
急诊心理护理是为了满足急诊患者在心理上的需

求，帮助他们应对急性疾病和紧急情况的心理压力。在

实施急诊心理护理时，建立信任和沟通。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关系，以便他们能够愿意分享他们的感受和担忧。

通过倾听和有效的沟通，了解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包括焦虑、恐惧、悲伤等。其次，使用有效的沟通技

巧。运用非语言沟通，如面部表情、姿势和触摸，以及

积极倾听和反馈技巧，以帮助患者表达他们的情绪和需

求。与患者建立亲密的沟通，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支

持。另外，提供情绪支持[2]。急诊患者可能面临着极大

的情绪压力，需要得到情绪上的支持。护士可以使用积

极的语言和肢体语言，鼓励患者表达情绪，提供安慰和

安抚。同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让患者感到被关心和

理解。此外，教育和信息共享是重要的策略。向患者提

供有关疾病和治疗的信息，帮助他们理解和应对当前的

情况。提供正确的信息和教育，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和

恐惧，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另外，使用适当的干

预技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使用适当的干预技术，

如放松训练、呼吸控制、认知重构等，以帮助患者缓解

焦虑和恐惧，增强应对能力。最后，提供后续支持和转

诊。在急诊心理护理结束后，确保患者得到适当的后续

支持和转诊。这可能包括安排心理咨询、提供社会支持

资源等，以帮助患者在长期应对心理困扰和应对急性疾

病的挑战。

3.2  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和安慰
急诊心理护理的实施策略是为急诊患者提供有效的

情感支持和安慰，以帮助他们缓解焦虑和恐惧，促进他

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康复。以下是一些实施策略：其

一， 建立信任关系：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是提供

有效情感支持和安慰的关键。护士应该倾听患者的需求

和关注，尊重他们的感受，并以友善和关怀的态度对待

他们。其二，有效沟通：护士应该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与患者进行沟通，避免使用专业术语，以确保患者能够

理解并参与到对话中。同时，护士应该耐心倾听患者的

疑虑和担忧，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支持。其三，提供信

息：患者通常会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过程感到困惑和不

安。护士可以通过向患者提供详细的信息，解释医疗程

序和药物治疗的目的和效果，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当前的状况。其四，使用非语言技巧：除了言语沟

通外，护士还可以使用非语言技巧来提供情感支持和安

慰。例如，通过温暖的微笑、轻拍患者的手臂或肩膀，

以及适当的眼神接触来传递关怀和安慰的信息。其五，

分散注意力：急诊环境通常紧张忙碌，患者可能会感到

压力和不安。护士可以通过与患者进行轻松的闲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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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些娱乐活动或播放放松音乐等方式来分散他们的注

意力，帮助他们放松身心。

3.3  针对患者个性化需求提供护理服务
在急诊环境中，每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需求都可能

不同，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个性化需求来提

供相应的护理服务。首先，进行全面的个性化评估。

护理人员应认真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情绪和需求，了

解他们的个性特点和背景信息。通过与患者的沟通和观

察，了解他们的喜好、价值观和应对方式，以便提供更

贴近患者需求的护理服务。其次，建立信任和良好的护

患关系。护理人员应以友善、温暖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患

者，与他们建立信任和良好的关系。通过倾听、理解和

支持，让患者感到被关心和重视，从而更容易接受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另外，根据患者的需求提供情感支持和

安慰。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个性特点和需求，提供适

当的情感支持和安慰。这可能包括倾听患者的痛苦和担

忧、鼓励他们表达情绪、提供安抚和安慰的话语等，以

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恐惧。另外，灵活调整护理计划和措

施。根据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反馈，护理人员应灵活调

整护理计划和措施。这可能包括调整护理时间、提供额

外的支持和关注，以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3]。最后，持

续关注和随访。护理人员应在急诊过程结束后持续关注

和随访患者，确保他们得到持续的个性化护理服务。这

可能包括提供后续咨询、转诊或建议，以帮助患者应对

心理困扰和应对急性疾病的挑战。

3.4  给予及时的疼痛管理
在急诊环境中，许多患者可能经历疼痛或不适，这

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和恐惧。因此，护理人员应采取以下

策略来提供及时的疼痛管理：首先，进行疼痛评估。

护理人员应与患者进行详细的疼痛评估，了解疼痛的特

点、程度和影响。这可以通过使用疼痛评估工具、询问

患者的自述疼痛程度和描述、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和行

为等方式来进行。其次，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计划。

根据患者的疼痛评估结果和个人需求，护理人员应制定

个性化的疼痛管理计划。这可能包括使用药物治疗、非

药物疼痛管理方法（如冷敷、热敷、按摩等）、放松技

巧和呼吸控制等。另外，提供有效的药物管理。根据患

者的疼痛评估结果和医嘱，护理人员应及时给予适当的

药物治疗。这可能包括镇痛药、抗炎药、局部麻醉剂

等。护理人员应确保药物的正确使用和剂量，同时监测

患者的反应和不良反应。最后，持续监测和评估效果。

护理人员应持续监测患者的疼痛程度和反应，评估疼痛

管理措施的效果。根据患者的反馈和需要，及时调整疼

痛管理计划，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疼痛缓解效果。通过

进行疼痛评估、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计划、提供有效

的药物管理和非药物疼痛管理方法，以及持续监测和评

估效果，护理人员可以及时缓解患者的疼痛，减轻其焦

虑和恐惧。这将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整体护理效

果，促进他们的康复和适应。

结语

急诊心理护理对急诊患者的护理效果具有积极的影

响。急诊患者在面对突发疾病或意外事件时，往往会出

现情绪波动、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

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急诊心理护理可以通过提

供情绪支、信息交流、认知重构等方式，帮助患者缓解

心理压力，增强应对能力，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康复质

量。因此，急诊心理护理应该得到重视和推广，以提高

急诊患者的整体护理水平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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