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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陈 敬
远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444200

摘� 要：在重症监护室当中，里面的患者一般发病的危险情况是相当明显，其中大部分患者正在昏迷的情况之

中，尽管这些是属于非昏迷的情况，他们的认识的清醒水平都很低，在身心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且他们情感的

紧张感和不安性尤为明显，就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服务而言，需要加大人文关爱在这里的运用，这样使重症监护室的护

士服务可以有效的给病人的恢复带来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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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健康关怀护士注重对病人安全和心理健康方

面的完整、深层次的照顾，在管理中贯彻以人为本，一

切医护活动均以病人为核心。重症监护室是医院中特

殊性很大的一种医院，目前该院大多实行封闭式管理，

虽然这些封闭式管理方法虽然可以防止病情的蔓延，但

同时也对病人身心方面造成了很大负担对患者的保护与

康复造成一定影响。重症监护室一般是以挽回病人性命

为重，所以医护人员一般采用现代化的设备和监护技术

对病人实施诊断和监护干预，以保持病人生存体征，促

使患者痊愈。但以往常规管理大多是以患者病情为重，

而较少重视病人心理，因此对效果产生一些干扰。据有

关调查显示，人文关怀能帮助改善重症监护室的临床效

果。对于重症监护室病人而言，因疾病危殆或因特殊环境

不得不入院护理，而实施特殊人文关怀则更反映了护理的

意义所在，而特殊人文关爱则更强调亲情的付出，从而改

变患者内心状态，促使患者痊愈;另外，人文关爱也能促进
护患沟通，减少医疗纠纷出现，降低医院风险。

1 人文关怀护理模式

1.1  患者的心理护理问题：在重症监护室时病人一
般都会觉得自身症状比较明显，所以也常会出现情绪不

安或消极的心态，在日常护理时病人甚至还会产生消极

抵触行为。所以，护理人员要善于聆听病人心里话，准

确回答病人内心问题。在护理时经常保持笑容，给病人

积极性心理暗示，使病人感觉到善意，帮助病人树立信

心，督促其主动配合护理[1]。

1.2  人文生活管理：医务人员可针对病人兴趣与爱
好，在患者周围摆设些书刊杂志等，以让患者打发时

光。另外，也可挑选一些比较舒缓的轻音乐在监护室内

演奏，转移病人视线的同时，也能够安抚患者心情。

1.3  患者生理监护：严密注意病人身体，对全身出现
严重酸痛情况的病人，可适度给予止疼药品，但要小心

掌握剂量;如疼痛情况较轻微时，可通过看电视、听音乐
的方法来转移其注意力;对于术后转入的病人，应束缚其
身心，以防止引起躁动。另外需要进行口腔护理和肠外

营养管理，以适应病人对营养的需要。

1.4  康复管理：针对病人的身体、疾病情况制订适
当的恢复训练方案，指导病人进行长期训练以增强抵抗

力。经常给病人翻身以避免其肺部感染及发生压疮，对

病人的床单或被褥也要经常加以替换，对病人压迫部位

定期清洗，对受压迫部位也应定期按摩等[2]。

1.5  家庭人文关爱：护理人员应定期和病人家人交
流，将病人状况适时通知其家人。在消毒状况良好及时

间许可前提下，可以允许病人亲属探望，但必须管理好

时间。

2 方法

2.1  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
对重症监护室中的病人情况加以研究，以便制订出

相应的管理措施。在服务活动中把病人当成工作的重

心，给病人提供了良好的住院条件。建议重症监护室内

摆放绿色植物，每天开窗透气，并把房间室温调节至合

适的室温。针对部分存在不安、紧张心态的病人，护理

人员可以有效的对病人实施心理监护，减轻病人焦虑心

境[3]。同时，对于在重症监护室中清醒的患者，护理人员

要告知患者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注意事项，并透露出自

身以及家属对患者的关爱，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患者的低

落感，并使其感受到温暖。

2.2  尊重患者的隐私，指导患者锻炼
护理人员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该小心

维护好病人的隐私权，不能随便的对别人谈论他们的隐

私权。同时要把病人安置到和自己相等的地位上，重视

病人的个性。在具体的治疗活动中，应给与病人足够地

尊敬和关心。另外，根据病人的实际身体状况和病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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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应帮助病人制订出适当的功能性运动的方法，帮助

病人开展功能性训练，提高病人的体制，使得病人的免

疫功能得以有效的提高。重症病人易于出现肺部感染的

情况，护理人员应帮助和引导病人翻身，降低病人并发

症的风险[4]。

2.3  适当采用语言与非语言方式
重症患儿在发病阶段易于出现不安情况，护理人员需

要增进与病人间的沟通，需要注意非语言沟通。在交流沟

通活动中，护理人员的语言通常温柔而随和。在非语言交

流过程中，护理人员通常需要面带微笑，并不时地对患者

点头或者借助手势鼓励患者。一旦重症病人发生晕厥的情

况，护理人员应通过"呼唤式引导"方法提醒病人，这样可
以减少病人晕厥的发生。通过语音、非文字提示病人，亦

可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声音的形式提示病人[5]。另者，要使

病人保持一种好的精神状态，每日在病人的床上演奏乐

曲四—六遍，通过乐曲可以有效的提高病人脑补血液循

环，提高病人的神经功能，促使病人早日苏醒。

2.4  为患者提供安静舒适的治疗环境
重症监护室和一般的医院不同，它所设计的空间最

多是一种开放式的空间形式，将患者由于疾病而产生的

呻吟与周围各种机器运行中的噪声完全掺杂在一起，在

这个环境当中进行医疗的病人很容易地就会产生睡眠时

间不足，或者精神压力过大等的问题。因为家属通常都

不愿意在监护室里陪床，所以他们也往往会出现孤独落

寞的感受，但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护理人员要尽可能地

用和蔼亲切的方式和病人沟通[6]。护理人员在工作当中应

尽可能减少与病人的信息，与工作人员交流甚至是与病

人的家人交流时应该低声细语，不可以哈哈大笑甚至是

高声喧闹，在确保医院基本设施和功能的情况下，灯光

应该尽可能柔和一点，还能够按照病人的个性或者是喜

欢摆放杂志或者是播放轻音乐，这不但可以帮助减轻病

人的孤寂感，而且也可以让病人精神生活更为充实。

2.5  规范护理人员的日常行为
护士工作人员虽然是在重症监护室当中的重要角

色，不过由于他们更多代表的是患者和护士们在患者心

目当中的良好形象，所以护士工作人员们并不可以轻

佻甚至是浮躁，而是必须要在当时刻保持良好的专业表

现，这样才能够使家属和病患都对她产生足够的信心。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护理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基础

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通过快速而合理的方法减轻病人在

护理过程中的困难，如此才可以获得病人的家人们对她

技术的肯定，也才能够增强病人进行诊疗的能力。医院

是护理人员上班的地方，所以没有能够在病人之前办理

私事，也没有接打隐私电话，也就是不可以和人嘻笑，

甚至是打闹。在实施护理操作前必须同亲属和病人做好

交流，在让他们掌握基本护理知识并得到认可的情况下

实施工作，这样可以降低病人的消极心态和感情[7]。而在

科室中走动的同时，护理人员脚步也需要轻柔，并把仪

器设备的报警声音调在合理范围当中，以尽可能避免声

音干扰病人的正常休息。护士工作人员的总体面貌、日

常行为以及言行在一定意义强也体现了医生的态度和观

点，但是对护士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必须加以明确的规

定和控制。

2.6  探视制度的人文关怀
在重症监护医院中，虽然护理人员们通常是和病人

交往的最多的人，但就亲情寄托方面而言，家属们却通

常也是病人在医院中最期盼的探视人。家人与患者感情

紧密的关系，而且二者的关系还在相互影响与感染，所

以护理人员也必须加强在访视时与亲属间的有效交流，

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亲属可以比较具体的和确切的掌握

了患者的疾病进展，以及在交流沟通过程中所必须避免

涉及的问题，也能够确保亲属探望时患者的情绪不至于

悲观或者低沉[8]。况且我国目前的护患情况非常严峻，

所以护理人员在向访视家属介绍疾病的阶段时必须使用

一种亲切而简洁的语言，这不但可以缩短二者之间的距

离，而且还有助于以家庭为媒介增加病人对护理人员的

信任感。所以加强探视中的人文关怀必须从家庭入手，

以此为基础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温馨。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应防止病毒、微生物的广泛传播，给病

人创造健康、愉快的治疗环境，这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一

些交叉感染情况的发生，保障病人的健康与安全。重症

监护室收治的大多为病情严重的病人，规范的监护过程

以及严格的监护技巧，对其疾病的痊愈而言具有很大的

保护意义重症监护室的医疗工作人员，必须在不断实践

中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专业能力，并总结经验，总结教

训，努力解决一切管理问题，从而全面提高管理素质。

人文关爱技术的有效运用，充分体现了护理人员对病患

生活的细心关怀，及时准确掌握了患者情况的变动状

态，并有效控制了病人的各种生命迹象，有效保障了术

后治疗操作的顺利实施，护理工作的现实意义优质尽

显，人文关怀护理能力明显提高[9]。通过此项试验结论表

明，人文关爱理念提升了重症监护室病人的紧张心境、睡

眠品质、治疗满意度，并得到了病人亲属们的共同认同。

在重症监护室内，病人常常承担着精神的极大负

担。首先，疾病给患者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使病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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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着身心上的巨大折磨。其次，重症监护室需要家庭访

视加以约束，病人非常容易因为没有家庭关怀监护而出

现不安、抑郁等，再加之住院费用的支出加重了病人

的经济负担，大大降低了病人的生存能力从而使得病人

出现悲观心态，不利病人的心理健康。所以，重症监护

室有必要在传统监护方法的基础上增加对患者的人文关

爱，以便让病人体会来自护理人员的温情和关怀，增强

重症病人的治愈能力，鼓励病人尽早恢复健康。有关资

料表明[3]，在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工作中运用人文关怀护

理方法，把现代化的管理思想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出来从

而实现了以病人为核心，对病人实施的全面悉心关怀，

并密切关心患者的疾病进展，因而大大的减轻和减少了

病人的忧虑、压抑等不良情绪，并能够为患者提供了满

意、舒适的老人护理中心。通过人文关爱护士服务的开

展，病人的个性和权益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护理人

员可以站在病人的角度时刻替病人考虑，满足病人的长

期护理需要[10]。此外，人文关爱护理系统还可以针对重

症监护室病人的护理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从

心理护理、生理护理、进食护理、药物护理、休息护理

等角度进行护理，并注重对护理的个性化设计，有效提

升了护理的总体效率。

重症监护室患者病症多较为严重，且在治疗期间存

在有较大的心理压力，部分患者甚至丧失治愈的信心。

在对该部分患者提供护理支持的过程中，除了需要结

合对应要求开展常规护理，满足各方面治疗以及患者恢

复的需求，同时需要为患者及时提供有效的心理层面的

支持和帮助。人文护理在当前临床护理过程中的实施率

较高，注重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人文护理理念进行融

入，对患者进行更为贴心的照顾，关注患者的人格尊严

以及心理健康。结合患者具体心理状实施心理疏导，可

以促使患者心理压力得到改善，并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恢

复环境，可以增加患者的舒适感，对于改善患者心理同

样具备有作用[1]。进行人文关怀护理的观察组心理状况显

著高于普通护理对照组，充分表明了管理方法的合理性。

结语

综上所述，在重症监护室管理中运用人文关爱，有

助于丰富医护方式，提高病人的不良情绪，也有助于增

加病人的信心，提高病人的睡眠状况，加强护患、医疗

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也有助于医疗与护患之间的全面、

健康管理，所以，应在重症监护室的医学管理中进行普

及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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