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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ole of Detail Nursing in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Emergency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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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etail nursing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emergency medicine. 
Methods:�The�96�patients�who�were�admitted�to�the�emergency�department�of�our�hospital�from�August�2018�to�February�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The�difference�in�self-ef�cacy�between�the�control�group�and�the�observation�group�was�statistically�
signi�cant�(P < 0.05).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compliance rat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signi�cant�(P < 0.05). The difference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statistically�signi�cant�(P < 0.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detailed nursing in emergency medicine can improve 
patients’�self-ef�cacy,�patient�nursing�compliance�and�patient�nursing�satisfaction,�which�is�suitable�for�promotion�in�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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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各种先进的护理理念也被应用在护理中，为患者病情康复提供更多服务[1]。急诊科室是护患

矛盾较多的科室，在急诊科室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所以患者可能感到被忽视，对护理人员护理工作不满意等问题，导

致护患矛盾被激发[2]。细节护理的应用更重视对患者的细节方面护理，让患者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对自身的关心，

护理人员也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对患者护理满意度提升有一定价值[3]。研究是针对我院在2018年8月到2019年2月急
诊内科收诊的9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析细节护理的价值。

（一）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在2018年8月到2019年2月急诊内科收诊的9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患者和患者家属之情同意的情况下进
行研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比较护理效果。其中观察组48例，男28例，女20例，年龄17岁~72岁，平均年龄
（42.14±12.97）岁。对照组48例，男27例，女21例，年龄18岁~72岁，平均年龄（42.57±12.84）岁。两组患者基线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 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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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患者知情同意参与研究.
（2）患者精神状态满足要求。
（3）选择患者经过伦理委员会同意。

2. 排除标准
（1）不属于急诊内科患者。
（2）患者精神状态不适合参与研究。
（3）患者未签署知情同意书或是患者家属不同意参与研究。
（二）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急诊急救护理、基础护理、监测生命体征（心率、呼吸、体温等），

三查七对护理（三查：操作前中后检查药品有效期、药品性质、药品有无破损，包装是否完好；七对是姓名、床号、

药品、计量、时间、浓度和用法）等。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细节护理，具体措施为：

1. 优化抢救环境
护理人员需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保持急诊室环境整洁、干净，温度适宜，在患者就诊的时候提升患者舒

适度，避免由于环境陌生导致的不良情绪。

2. 自身仪表和态度细节护理
护理人员需重视自身仪表，应该整理自身仪容，还应该提升自我修养。在对患者护理中需要与患者沟通，保持和

蔼可亲的态度，改善护患关系。

3. 接诊细节护理
接诊过程中，若是重症患者还应该提供轮椅，护理人员辅助患者坐在推车上，让患者尽量平移。接诊后，护理人

员需要详细了解患者情况，应该以患者口述为主，让患者表达，护理人员对患者表述不清的问题进行提问，评估患者

精神状态，根据患者情况制定护理方案，加强细节护理。

4. 急诊室护理
护理人员急诊室护理中护理人员高保持高度警惕，护理中应该积极的与患者沟通，保证护理操作水平娴熟程度，

积极的配合与急诊医生工作，保证抢救工作顺利进行。

5. 静脉输液护理
静脉输液过程护理人员加强巡逻，不仅需要观察患者的神情变化，还应该与患者沟通，对出现不适的患者重点观

察，这样对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能够及时治疗。

6. 进入病房前护理
护理人员陪伴患者，在进入病房之前辅助患者进行各种基础检查，对患者情况有一定认识，了解患者是否有并发

症等，为护理提供更多基础资料信息，护理人员对患者护理应该让患者感受到自身对其的关注。

7. 病房内护理
病房内护理中护理人员应该与急诊室护士做好交接工作，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和护理中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针对

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情况，护理人员需要及时告知患者家属，安慰患者家属。

8.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加强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及时引导，了解不良情绪出现原

因，疏导患者情绪，采取注意力转移和音乐疗法等，舒缓患者情绪。

（三）观察指标

1. 对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进行评价，从自信心、治疗环境、自我认知和疾病控制感方面评价。对两组患者护理依从
性进行评价。

2. 护理依从性判定标准：
（1）依从：护理人员护理指导依从率超过90％.
（2）部分依从：对护理人员护理指导依从率为60％~90％。
（3）不依从：对护理人员护理指导依从率为60％以下。
总有效 =（依从+部分依从）/（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100％。
3. 护理人员统计和计算患者护理满意度。
（四）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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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计
量数据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资料数据用χ2检验，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一）比较两组急诊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情况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
x s±

组别 例数 自信心 治疗环境 自我认知 疾病控制感

对照组 48 1.4±0.2 1.8±0.4 1.7±0.3 1.6±0.5

观察组 48 3.4±0.5 3.3±0.9 3.7±0.2 3.1±0.7
t — 5.245 6.587 8.245 6.124
P — 0.022 0.01 0.004 0.013

（二）比较两组急诊内科患者护理依从率情况

对照组患者护理依从率为83.33％，观察组患者护理依从率为1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2。
n

组别 例数 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 48 27�(56.25) 13�(27.08) 8�(16.67) 40�(83.33)

观察组 48 34�(70.83) 14�(29.17) 0�(0.0) 48�(100.00)

χ2 — 4.671 0.029 16.069 16.069
P — 0.03 0.863 0 0

（三）比较两组急诊内科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81.2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7.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
表3。

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8 27�(56.25) 12�(25.00) 9�(18.75) 39�(81.25)

观察组 48 37�(77.08) 10�(20.83) 1�(2.09) 47�(97.91)
χ2 — 9.87 0.284 13.136 13.136
P — 0.001 0.593 0.0002 0.0002

（一）细节护理提升患者自我效能

急诊内科患者数量较多，患者病情比较复杂，病种也较多，对患者护理中需要护理人员有较强的能力[4]。护理人员

需要有专业素养，操作水平也需要较高，才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内科护理工作进行需要提升工作质量和态度，

急诊科室工作较多，患者的情况复杂，这就需要护理人员重视细节处理，还需要避免由于处理不当到会的纠纷问题[5]。

细节护理是在护理过程中保护患者安全为先决条件，通过对细节把控实现护理质量的提升。急诊科室患者病情危

重，急诊科室的细节护理能够，提升整体护理质量，改善护患关系，挽救患者生命[6]。细节护理尤其重要，在医院急

诊科室进行细节护理中护理人员需要重视经验积累，明确护理工作的细节，了解护理工作重点，强化护理工作。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吴海霞[7]的研究是对急诊内科患者

细节护理价值的分析，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自我效能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本文研
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具有一致性，这也说明细节护理的价值，对急诊内科患者采取细节护理措施能够提升患者自我

效能。对患者采取细节护理措施能够让患者对护理有正确的认识，患者自信心提升，治疗环境改善，自我认知也更清

楚，对疾病的控制感更强。

（二）细节护理提高患者护理依从性

对照组患者护理依从率为83.33％，观察组患者护理依从率为1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吴海霞
的研究结果，护理依从性观察组为100％，对照组患者为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急诊内科患者由于
情绪等因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对护理人员的护理不依从的问题，影响护理人员正常工作，而细节护理措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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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展示护理人员专业性和操作技能，让患者信赖护理人员，这样护理人员能够更好开展工作。细节护理措施对患者考

虑更多，对患者护理是为了改善患者的基本情况，给患者更多支持，让患者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对自身的关心，从患

者入院到治疗的全过程进行护理，所以患者能够依从护理人员的护理，听从护理人员的安排，信赖护理人员。

（三）细节护理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

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81.2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7.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吴海
霞的研究结果，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78％，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急诊科室的护理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患者认为护理人员对自身关注不足，而细节护理解决了这一问题，护理人

员对患者关注度更高，能够改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偏见，提升护理满意度。

急诊内科细节护理工作的开展对护理工作进行有重要价值，对患者康复也有较大的意义，针对患者护理需要不断

完善护理工作，重视护理管理价值。细节护理中，护理人员对患者的护理态度能够明显改善，对患者的护理中，护理

人员能够通过其掌握的专业知识、语气态度和操作技巧等满足患者需求。急诊护士需要为患者正确更多时间，在对患

者的运送和治疗配合中都需要考虑患者情绪变化，观察患者病情，与患者家属沟通，告知患者具体情况，让患者家属

做好准备，避免患者或是患者家属无法沟通，出现过激行为[8]。

急诊内科的护患沟通问题较多，对患者采取细节护理干预措施能够让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对其的重视，还能够对

还护理人员更满意，对护理工作开展有重要价值，本文研究和相关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细节护理更重视患者的

基本情况，护理人员对患者本身的关注更多，护理的个性化更强，能够改善患者护理现状，改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不

良认识，了解护理人员工作的难度，让患者理解护理人员，真正看到护理人员工作的艰辛。

护理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操作能力和专业素养，在工作中应该和蔼可亲，以患者能够接受的态度与其沟通，还

应该提升自身操作技能，对患者的细节护理中需要关注到患者的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对患者出现的不适等需要询

问，还应该考虑患者的隐私和尊严，尊重患者。急诊内科护士的工作需要综合工作特点和患者情况，重视患者护理质

量提升。

综上所述，细节护理在急诊内科的应用能够改善患者护理现状，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改善患者护理依从性，提升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患者康复有重要价值。急诊内科患者护理工作比较特殊，出现护患矛盾的现象多，所以护士需要

更关注患者情况，细节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对现状改善有重要价值，适合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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