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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护理中人性化管理理念的运用探析

孙 憬 陈 静 卢春霞

昆明市延安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目的：分析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重症医学护理中的运用。方法：在2019年5月到2021年11月在我院重症医

学科的患者中选择80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这80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的40例患者的护理人

员采用人性化管理理念，对照组的40例患者的护理人员采用传统的管理理念，对两组患者的情绪改善和患者满意度进

行比较分析。结果：通过人性化护理理念实施之后，发现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改善；通过将人性化护理理念应用

到重症医学护理中时发现，护理之后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提升。结论：相较于只进行传统管理理念而言，人性化管

理理念在重症医学护理中的护理效果更佳，患者满意度更高，更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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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病情严重，大部分发展迅速，

并发症多，不仅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身体折磨，而且心

理压力也更大。许多患者在痛苦的折磨下会产生抑郁、

焦虑等不良的情绪，尤其是治疗费用的增加会给患者带

来一定的心理负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后，患者也会对

陌生且压抑的环境产生排斥反应。再加上缺乏家人陪

伴，大多数患者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严重影响患者

的预后。护士应充分了解疾病的发展和患者?。为有效开

展医疗工作，采用人性化管理理念是当前临床医疗工作

的先进理念，这就要求护士在执行医疗工作时能够从患

者的角度照顾和护理患者，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医疗服

务，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为后续治

疗奠定良好基础[1]。本文分析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重症监

护中的应用，以期为当前临床医疗工作提供参考。

基本资料

本次研究选自2019年5月到2021年11月在我院重症

医学科的患者80例，在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

书后，将其随机划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有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12例；年龄为23～79

岁，平均年龄为（44.23±1.46）岁；对照组有男性患者

17例，女性患者23例；年龄为25～76岁，平均年龄为

（42.63±1.64）岁。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医护人员相同。

两组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对比均

无显著性差异(P ，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两组患

者具有可比性。

护理方法

对照组护理人员采取常规管理，护士长对护理

人员进行固定的排班进行护理工作，宣传教育重症医学

科的护理知识和器械设备的使用方式，定期对护理人员

工作进行检查和考核等管理方法。

观察组护理人员实施人性化管理理念进行管

理，内容综述如下。

（1）全天候护理

重症医学科的患者本身病情发展加快，病情也比较

重，甚至生命都遭受着威胁，其护理工作的开展必须要

结合其实际病情的发展情况进行，而这也对护理人员自

身的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同时其病情变化复杂，因此

必须要做好全天候的护理工作，在人性化护理管理理念

的支持下，该科的护理人员首先需要做好排班工作，以

便为全天候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人员支持。比如

可以将护理人员分为三班，每班 个小时，这样可以确

保全天 都有护理人员开展工作，如果护理人员遇到

特殊情况时，可以换班，确保所有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保

持最佳的状态[2]。

（2）生理舒适护理

在重症监护室中，很多患者会受到病痛反复折磨，其

中一些患者自身对于疾病的耐受力比较差，因此会出现很

多的不适感，其会给患者造成较大的身心痛苦，因此护理

人员还需要加强对患者的生理舒适护理，以便减轻患者的

不适感。在实际操作中，护理人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转移

患者的注意力，比如播放音乐或者视频电影等，对一些躯

体功能较好的患者还可以提供一些书籍杂志，以便让患者

可以通过阅读来转移注意力。除此以外，护理人员要注意

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发现患者的需求，如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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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皮肤瘙痒、口渴等情况要及时给予解决提供帮助，

以便可以让患者保持舒适的状态。

（3）治疗护理

重症医学患者需要有效的治疗方式来恢复健康，在

治疗过程中也需要加强护理工作，要确保每一次的治疗

工作都在无菌的环境下进行，在治疗前护理人员必须

主动告知患者相应的治疗原理，期间还要随时询问患者

的亲身感受并观察其各项生命指标变化等，并按照患者

的需要及时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在治疗完成以后也需

要为患者讲解一些注意事项，确保患者能够谨遵医嘱要

求，从而保障自身的治疗效果[3]。

（4）家属人性化服务

家属出于对患者疾病的担忧、对探视制度的不理

解、对治疗费用的担忧、对治疗结果的期许等，一旦患

者发生病情恶化发展情况，会表现出明显的不理解甚

至发生纠纷，同时患者的情绪也会直接影响到家属的情

绪。所以，需要对家属进行人性化服务。接待家属时需

要积极、热情，主动介绍医院的环境、相关规章制度，

注意自身的态度以及操作的熟练程度，以专业的态度和

技术能力获得家属的良好印象以及信任。对于矛盾型家

属需要告知矛盾激化无法促进患者的康复，对于急躁型

家属需要对其处境、表现表示理解并进行情绪稳定，对

于紧张型家属需要进行安慰，对于知识不全型家属需要

主动介绍疾病病因、医疗以及护理方案、注意事项。另

外，及时向家属汇报患者的身体变化情况，进行擦洗、

翻身以及按摩护理指导，并为家属设立休息室以满足家

属休息需求[4]。

（5）环境的人性化管理

护理工作中隔开清醒、重病患者以及尸体料理、常

规治疗。要求患者及家属的就餐环境干净、卫生、无异

味，病房窗帘颜色以柔和为主，避免深色调造成的心理

压力，保证患者休息的舒适度。另外，护理人员进入病

区时需要安静，并在夜间及时关灯以保证患者的睡眠[5]。

观察指标

对重症医学科的患者进行人性化护理实施之前和实

施之后负面情绪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的调查，可以采用

调查问卷的方式详细记录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并且由

患者以及护士长等进行综合评价。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1.0对研究患者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用％表示，组间数据构成采用卡方检验进

行数据分析。P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人性化护理理念实施之后，发现患者的负面

情绪得到有效改善。得到的统计学数据如下表1所示，数

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x±s）

组别 n 焦虑情绪（分） 抑郁情绪（分）

对照组 40 59.42±5.22 60.14±5.30

观察组 40 42.02±5.15 41.06±4.59

t 17.845 20.971

p 0.000 0.000

通过将人性化护理理念应用到重症医学护理中时 发现，护理之后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提升，见表2。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20 15 5 35（87.5）

观察组 40 28 12 0 40（100）

t 9.729

p 0.002

3 讨论

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为随时需要抢救以

及复杂大型手术后、持续使用呼吸机等患者，此类患者

病情复杂且变化快，需要做好每个时间段的生命体征监

测。相对于既往常规被动性基础护理，人性化管理理念

更为侧重的是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注重护理细节、

注重患者的身心合理需求，通过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建

立疾病认知度、优化环境、优化护理人员工作技能的基

础上，确保救治的同时可以提高护理工作质量，促进重

症医学科医疗工作的有序开展。本文就80例重症医学科

患者进行人性化管理理念对照组后的焦虑情绪、抑郁情

绪、护理满意度、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评分进行对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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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通过人性化护理理念实施之后，发现患者的

负面情绪得到有效改善；通过将人性化护理理念应用到

重症医学护理中时发现，护理之后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

显提升。

综上所述，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重症医学科护理运用

中优势突出，符合科室所需，利于护理质量的提高，具

有实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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