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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 CT 检查中碘过敏反应的应用价值
孙美岭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河北 衡水  053000）

【摘要】目的：观察分析护理干预对 CT 检查中碘过敏反应的应用价值。方法：将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200 例 CT 检查病

人进行研究，根据随机抽签法进行分组，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100 例。参照组病人选择常规 CT 诊断，实验组则是对患者实施护理

干预下的 CT 检查，比较两组病人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碘过敏发生率。结果：实验组病人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碘过敏发生率显均著

优于参照组，差异较大（P ＜ 0.05）。结论：在 CT 检查中，对患者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可以降低患者碘过敏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检查状态，

提升患者对于 CT 检查的满意度，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护理干预；CT 检查；碘过敏反应

CT 检查是临床上最重要的诊断方式之一，其具备成像快、

无创伤、检查准确、成本低等各种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临

床检查中，但是增强 CT 往往需要依靠碘造影剂来完成成像，

而临床上存在小部分人群对碘有一定的过敏反应。其的过敏反

应一般分为两种，即物理化学反应与特异质反应，后者是类过

敏反应，其与剂量无关，其会导致患者出现呕吐、发热等症状，

但是一般不会造成严重不良情况；但是前者与碘造影剂使用的

剂量以及浓度存在一定的联系，一般剂量越大、浓度越高、注

射速度越快，出现碘过敏反应的概率则越高，其的临床症状多

为荨麻疹、呼吸困难，如果过于严重还会导致患者死亡。为降

低 CT 检查中患者出现碘过敏反应的情况，本文现对其实施护

理干预，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从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间在我院接受 CT 检

查的患者进行研究，全部患者共计 200 例，对其进行随机数字

抽签，依据不同的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两组

患者均为 100 例。其中参照组最小年龄为 18，最大年龄为 70，

其年龄均值为（41.00±5.49），男性有 50 例，女性有 50 例。

在实验组中最小年龄为 18 岁，最大年龄为 70 岁，年龄均值为

（42.37±5.96），男性有 50 例，女性有 50 例。全部病人自身的

一般病例信息比较无明显差异（P ＞ 0.05），可进行对比。

纳入规则：①所有患者均已完全了解本次研究的详细内容，

其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经相关审批予以批准；②所有患者均

符合碘造影剂的耐受情况，具备 CT 检查的耐受能力。

排除规则：①患者有重要器官严重受损情况或其他影响观

察判断的疾病或生理特征；②患者患有精神类疾病，如精神意

识障碍，交流不畅；③患者为哺乳或妊娠期妇女；④患者有碘

造影禁忌以及 CT 检查禁忌证。

1.2 方法

1.2.1 参照组。参照组实施常规的 CT 检查干预，即检查前实

施常规检查以及碘过敏实验，检查中密切关注患者的临床情况。

1.2.2 实验组。实验组患者则是实施 CT 检查护理干预，具

体措施如下：①心理干预，在实施 CT 前对患者的情绪进行评估，

与患者进行一定的沟通，了解患者当下的感受情况，并予以其进

行心理干预，告知其 CT 检查的具体过程以及意义，且重点告知

患者 CT 检查对身体无毒无害，促使其放宽心进行 CT 扫描；②

例行询问与健康教育，在 CT 扫描的准备阶段，询问患者的病史

以及既往史、过敏史等信息，并且告知患者在碘造影剂注射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以及应对方法，促使患者有一定的心理

准备，消除患者对于检查的恐惧；③检查碘过敏应激急救的相关

药品与物品；④常规的检查药物实施；⑤在 CT 扫描过程中，密

切关注患者在碘造影剂注射后的临床反应，不定期询问患者的当

前感受，告知患者有任何不适需要立即告知工作人员，若患者出

现异常或不适需立即停止检查，并对患者实施针对性治疗干预。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碘过敏发生

率，采用我院的自制的检查评分量表，其包括检查技术、检查

态度、检查护理、健康教育质量等项目，总分一百分，分数越

高表明患者越满意，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患者在检查

时的焦虑情况，观察患者出现碘过敏反应的人数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sx ± ）

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x2 检验，P ＜ 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比较实验组和参照组病人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碘过敏

发生率。由表1数据可知，实验组病人的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

碘过敏发生率均优于参照组，组间比较有较大的差别（P＜0.05）。

表 1  实验组和参照组病人对检查的评分、焦虑评分、碘过敏发

生率比较（ sx ± ）[n(%)]

组别 例数 检查评分 焦虑评分 碘过敏
实验组 100 95.57±3.56 31.29±3.56 1（1.00）
参照组 100 87.13±7.51 40.15±6.37 7（7.00）

t 10.155 12.141 4.688
P 0.000 0.000 0.030

3 讨论

CT 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影像学诊断方式，在实施 CT 增强扫

描时候使用碘造影剂是便于更精确的显示患者的病变组织，但

是临床上因为碘造影剂注射而出现的碘过敏反应在逐渐增多，

需要重视该问题。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患者的对检查的评分、

焦虑评分、碘过敏发生率都显著优于参照组（P ＜ 0.05）。说

明对 CT 增强扫描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效果是理想的。

综上所述，在 CT 检查中，对患者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

可以降低患者碘过敏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检查状态，提升患

者对于 CT 检查的满意度，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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