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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ICU重症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蔡玉婷1 韩 媛2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3

摘 要：医疗水平不断进步的现代，人们对于临床护理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对于护理服务有着越来越高的要

求。重症患者在身体上以及心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护理上需要更加注意。目前出现了一种新的护理方法，也

就是综合护理干预模式，这些手段能够使病人达到精神愉快，减轻了病人的躯体和心灵上的不适感和压力。目前，医

疗机构已经开展了舒适护理的临床治疗试验。目前，医疗单位已经进行了舒适护理的临床治疗实验。我们对一百三十

个重症病人开展了对比实验，在临床中获得了明显的疗效。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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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目的：分析ICU重症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方法的效

果。方法：选取二零一七年十月至二零一八年十月进入

医院ICU中的六十名重症病人，并根据其入院时间将他们
分为对照组、中期观察组，每组各三十人。对照组给予

常规照顾方式，再观察各组给予的综合照顾方式，并比

较二组家庭评价及其家属的心理状况[1]。比较结果:结论:
考察各组的心理健康状态以及家庭满意态度，均优于对

照组。最终结论P < 0.05，具有探究价值。结论：ICU重
症护理难度大，需采用更优质的护理方法，综合护理干预

在ICU重症护理中呈现出良好的应用成效，值得在临床上
广泛推广。

ICU重症病房患者病情通常较为严重，除了采取行之
有效的治疗、抢救措施外，合理的护理方法也是提高ICU
重症病房患者生存率的核心要素。因此，提高ICU重症护
理水平是为提升医院医护水准的要点内容。本次研究以

“综合护理方法”为主要探究对象，分析综合护理在ICU
重症病房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二零一七年十月至二零一八年十月在医院ICU治疗
的六十例重症病人，并按照其入院年龄将他们分成了

为了对照组、观察组，每组各三十人。其中观察组男性

十七例，女性十三例，患者年龄43岁-72岁，人口平均寿
命53±7岁;对照组男性十八例，女性十二例，患者年龄45
岁-68岁，平均年龄54±5岁。观察组、对照组病人在此
次治疗后均顺利转科，对于研究成果中不涉及在医疗过

程中死亡和转院的患者，所有病人及其父母均了解此次

研究成果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性别数

据、年龄数据、病症数据经过对比P > 0.05 ，不具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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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1.1  方法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均积极配合治疗，根据其病症

采取对症治疗方案以及基础措施，观察组在一般性护理

措施上增加综合性护理。一般护理措施包括生命体征监

控、血糖监控、血压监控、用药护理等。

1.1.1  基础护理的强化:对患者在进行唿吸管监护和
排痰干预过程中，应严格地按照无菌敷料的原则进行操

作，在治疗开展过程中注意操作轻柔，以避免造成患者

的应激反应。在排痰和治疗的途中，注意对患者脸部表

情改变情况进行全程监视，并对其耐受程度进行评估，

如患者发生不耐受状况，须及时安抚，较严重时须即刻

停止操作。

1.1.2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主动和病人交流，向其介绍
病理认识和护理方法等，引导病人正视自己病情，消除

其错误认识。耐心安慰病人心情说明各段时期的护理目

标，帮助患者建立其康复信心[2]。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性关

怀，让患者感受到关爱，消除其无助感。

1.1.3  环境护理。给病人提供良好的休养条件，安装
好管道设备将病房温度、湿度调至适宜。排除病房周围

噪声，满足患者住院期间的合理需求，让患者在舒适的环

境下休息，减轻其内心压力。（3）并发症预防。依据患
者身体状况制定科学的进食方案，做好营养搭配，预防营

养不良情况发生。保障呼吸道通畅，指导患者咳痰，避免

分泌物进入呼吸道引发窒息。定期帮助患者翻身并帮助患

者按摩四肢，预防压疮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2]。

1.1.4  ICU重症患者在护理上需要注意无菌干预，护
理操作要严格遵循无菌操作，避免感染现象的发生，进

入病房之前进行仔细地信息消毒，防止感染發生。在护

理操作中还需要注意操作技术的规范性，对患者口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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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以及呼吸机需要定时进行清理，保证患者呼吸正

常。需要保证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环境，并调整气温和

湿度，给病人一个舒服的室内环境。操作器械需要进行

提前继续宁消毒准备，减少病人的在护理活动中的不适

感，减少病人疼痛。在具体开展治疗中必须针对病人的

情况来选用相应的治疗措施。

1.1.5  另外ICU重症患者综合护理过程中还需要对患
者的睡眠进行干预，重症患者 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以及

良好的睡眠环境。在夜间十一点到凌晨六点之间应该尽

量减少护理操作，给患者充足的睡眠时间，同时还要将

各种监护仪器进行调节，降低警报音对患者的影响。在

这一时间段还需要注意病房外的噪音，尽量不要进行交

谈，将走路的声音降到最低[3]。在白天也要这主意降噪音

水平进行控制，患者良好睡眠环境能够有效地提升其睡

眠质量，对于治疗也有帮助。对于难以入眠的患者可以

根据医嘱，利用镇静剂帮助患者睡眠。

综合性护理大字可分为三个部分，即评估、指导、

评价。前期和医师一同全面评估患者的病症情况，同时

通过与病人亲属沟通了解病人的行为特点、心理特征，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护理方法以及应急方法，具体

护理方案中包含心理护理、行为指导等等内容。指导是

指以此前制定的护理方案为基础，针对在护理过程中遭

遇的实际问题，对护理方案进行有效调整，在这个过程

中尤其注重和医师、家属的相互沟通，考虑到重症患者

在ICU中会经常见不到家属而产生恐慌、焦虑情绪，通过
心理疏导的方式，让患者了解到当下的情况，让其积极

配合护理、治疗，同时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

讲解病症情况，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在整个综合护理

过程中，评估贯穿于始终，有专业护士专门记录护理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各种护理措施产生的效果，并根据评估

内容对护理工作进行指导。

1.2  评价方法
本次研究患者心理状态围绕焦虑、抑郁、敏感度三

个方面制定调查表，每一项指数最高为10，指数越高，
则患者焦虑、抑郁、敏感度也就越高[4]。调研问卷根据照

料技术、照料方式、照料效果三个角度展开设计，每一

项5个问题，每一项得分最高的十分，分数越高，满意度
也越好。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根据实际情况，选用SPSS17.0处理最终数

据内容。

2��结果

2.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转科心理健康状态
观察组焦虑、抑郁、敏感度指标均小于对照组，最

终结论为P < 0.05，具备分析研究的价值具体见表1。
2.2  观察组和对照组家属满意度
研究中家属对护士服务的评价显著高于对照组，最

终结论P < 0.05，具备对比研究意义，具体见表1。
3��讨论

整体护士干预是指以心理护理和情感关怀为依据，

在传统护士的基础上，提高病人意识，掌握病人身心情

况，为病人进行全面干预，能够适应现代护士的服务特

点。从而为后期护理工作打下了基础[2]。而ICU是医生集
中抢救危机和重症病人的地点。重症患者受到病情的危

害，特别易形成紧张的不良情绪[5]。另外，重症监护医院

为了避免病毒的侵入，将极大影响家人对重症病人的探

望，会大大增加家属对重症患者的探望，也因此提高了

重症患者的孤独感。不愿协助医师和护理人员的工作。

这些措施，又增加了对重症监护病人处理上的困难。所

以，本研究提出了针对重症监护病房实施的综合监护

干预。

重症监护科ICU是该院抢救危重病人的重点科室在救
治过程中，不仅仅只是注重患者临床治疗，护理干预尤

为重要[6]。因为患者在ICU救治期间，不仅要忍受病痛带
来的折磨，而且没有家人陪同，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

影响了治疗效果，而且也不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另

外，危重患者由于身体管道较多，极其容易产生院内感

染，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采用严格的操作流程能够显

著降低院内感染的几率

在ICU重症患者治疗过程中，有效的护理模式是必不
可少的，其可减少相关意外事件发生，确保各项医疗措

施顺利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在上述方面虽有其价值，但

缺乏对患者心理状况的关注[7]。但ICU重症病人往往受到
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受恐惧、焦虑等情绪折磨，患者多表

现出较低的护理配合度[3]。因此，有必要创新护理模式，

给予患者更多关怀，让患者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下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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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治疗。综合护理干预是一种系统化、整体性的护理

模式，其融入了人文关怀理念，护理人员会将工作中

心由疾病转向患者，在处理常见意外情况、关心病人

机体状态的同时，主动引导病人心态，协助其减轻心

里压力，从而实现心态的改善。并且综合护理在并发症

预防方面也有其效果，减少并发症出现可降低治疗复杂

度，减轻患者痛苦，缩短患者住ICU时间，缓解患者经
济压力。

在ICU重症患者治疗过程中，有效的护理模式是必
不可少的，其可减少相关意外事件发生，确保各项医疗

措施顺利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在上述方面虽有其价值，

但缺乏对患者心理状况的关注[8]。但ICU重症病人往往受
到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受恐惧、焦虑等情绪折磨，患者

多表现出较低的护理配合度[3]。因此，有必要创新护理

模式，给予患者更多关怀，让患者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下积极配合治疗。综合护理干预是一种系统化、整体性

的护理模式，其融入了人文关怀理念，护理人员会将工

作中心由疾病转向患者，在处理常见意外情况、了解病

人身体情况的同时，主动引导病人心态，协助患者减轻

心里负担从而实现心态的改善。并且综合护理在并发症

预防方面也有其效果，减少并发症出现可降低治疗复杂

度，减轻患者痛苦，缩短患者住ICU时间，缓解患者经济
压力。

总的来说，重症患者更需要全面的护理，采用综合

性护理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改善重症患者的

心理状态，并能够规范护理人员的行为，提高其服务意

识，所以综合护理值得在重症护理中广泛推广应用。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ICU重症患者的护理质量受住院条
件、护理时机、护理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干扰与制约。但

鉴于病人在心理上的压力和生理上的负担，采用某些的

监护干预措施也十分必要[9-10]。同常规的照料手段比较，

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降低感染发生的几率，提升医

护效率及护士满意度。基于此，我们将通过对笔者根据

对130例重症患者护理的对照实验，得出综合护理干预可
以有效减少传染概率，改善护理品质，减轻病人疼痛和

焦虑情绪在临床治疗上十分必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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