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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干预策略在重症ICU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王 松1 艾 萌2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3

摘 要：近年来，中医护理在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尤其是在重症ICU患者护理中，
中医护理干预策略的应用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医护理在重症ICU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其具体干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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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理论及其基本原则

中医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医学文化，它凝聚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历代医家遗传发扬，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观念强调人体和自然界的总体联系，提倡防病于未

病、治病于未成之病，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

法，是世界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的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学说

两大体系。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体现中医

人体状态的平衡理念，即阴阳平衡、五行调和[1]。阴阳学

说认为人体是由阴阳两个相对而又统一的方面组成的，

阴包括了营、血、气、精等方面，而阳则包括了阳气、

阳精等方面。阴阳的平是人体健康的保证，任何生理或病

理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阴阳失调。五行学说又分为金、木、

水、火、土五行，五行相生相克，互相制约，不断的调整

平衡关系，体现了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和方法。*
经络学说是中医治疗理论的基础，中医认为人体的

气血运行主要依靠经络系统，经络像是一条水流通道，

能够衔接人体的各个部位和内脏器官，任督二脉是经络

中的主干之一，它们穿行于全身，与人体的各个部分相

联系，形成了一个系统。在中医诊疗中，针灸、按摩、

推拿等手法都可以通过经络系统进行治疗。

除了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外，中医也强调人体的整

体性和个体差异性，提倡治病因人而异、因时而宜。中

医不仅着眼于症状表现，还注重深入探究疾病的根源

和全身机能的状态。因此，在中医看待疾病及治疗方案

时，需要对个体、环境以及疾病全貌进行全面、综合的

分析判断，并精心制定治疗方案[2]。

中医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即根据病因、病

机、证候和体质等因素，通过望、闻、问、切等四诊方

法，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寻求病因所在。

通讯作者：艾萌，就职于陕西省中医医院。

同时，中医注重治疗方法的温和、根本和综合性，常

常采取多种方法治疗一种疾病，整体调理人体的生理机

能，从而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提高整个人体的免疫力和抗

病能力。

中医理论的优点是观念全面，概念严密，思路清

晰，疗效高，对于各种慢性或复杂的疾病有独到的治疗

方法，具有可靠的疗效。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如理论

体系较为庞大，涵盖面阔但标准化程度较低。此外，中

医诊疗方法的主观性较强，需要医生权衡诊疗过程中的

各种因素，必须在医生的正确把握和把握的程度之间达

到一个平衡点。

2��中医护理干预策略的特点

2.1  着眼于整体性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系统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

影响到整个人体。因此，在中医护理中，不仅要关注具

体的症状和病变，更要分析和处理整体状况[3]。这就需要

护理人员在实施中医护理时，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

和整体性思维能力。

2.2  突出“预防”
中医护理强调“治未病”，即通过预防措施，尽早

发现和预防疾病的发生。具体来说，中医护理包括药膳

食疗、按摩、拔罐、针灸等，这些方法均可在没有明显

症状出现的情况下使用，以提高人体免疫力、防止疾病

的发生。

2.3  个性化定制治疗方案
中医护理也强调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中医将人

体分为阴阳气血五脏六腑等系统，并认为每个人的体质

和特点都各不相同[4]。因此，在中医护理中，护理人员需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护理效果。

2.4  传统与现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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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并不是与现代医学相对抗的护理模式，而

是在现有医疗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医理论和实践经

验，对患者进行综合治疗。例如，在现代医疗中，化疗

的并发症较多，对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中医护理可以通过草药、针灸等中医方法，缓解身体不

适和情绪波动，提高身体免疫力。

3��重症 ICU患者的特征

3.1  多器官衰竭：重症ICU患者往往存在多种器官功
能异常。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例如感染、创

伤、手术等。这些原因导致了重症ICU患者的体液和电解
质平衡失调、内分泌系统失常及心脏、肺、肾、肝等多

个器官功能障碍。

3.2  高风险：重症ICU患者通常面临着较高的死亡风
险。他们的死亡率往往比普通患者高出很多倍，这主要

是因为重症ICU患者的身体状态较差，各种器官系统功能
都已受到损害，导致治疗的成功率大大降低[5]。

3.3  反应能力受损：重症ICU患者由于身体的强烈反
应，可能会对治疗措施产生抵抗或反应不足的情况。这

使得治疗过程变得更加困难，需要更加专业的医护人员

进行治疗。

3.4  高需护理：重症ICU患者需要密切的监护和护
理，这包括机械通气、血液透析、药物治疗等复杂的医

疗护理。这种护理需要医护人员掌握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3.5  多因素影响：重症ICU患者的病情往往因多种因
素而起伏不定，例如器官功能不良、营养不良、施药不

当、抗菌药物过度使用，以及不良的口腔护理等。这些

都会影响患者的生命体征，影响治疗效果。

4��重症 ICU患者的疾病类型及危险因素

4.1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是重症ICU患者最常见的疾病类型之一，

包括心肌梗死、心衰、心律失常等。危险因素主要包括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1]。

4.2  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也是重症ICU患者常见的疾病类型之

一，包括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急性肺部感
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吸烟、空

气污染、长期接触有害气体等。

4.3  肝肾功能失调
肝肾功能失调也是重症ICU患者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

之一，包括急性肾损伤、肝脏功能衰竭等。危险因素主

要包括长期酗酒、过量药物使用等。

4.4  外伤和手术后并发症

外伤和手术后并发症也是重症ICU患者常见的疾病类
型，包括重度创伤、大手术后的感染和失血等。危险因

素主要包括外伤、手术创伤等。

4.5  中毒和感染疾病
中毒和感染疾病也可能导致患者进入ICU，包括中

暑、蛇咬伤、感染性休克等。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暴露于

毒物环境、长期接触并感染有害细菌等[2]。

4.6  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也是造成患者进入ICU的原因之一，包

括颅内出血、脑梗死、癫痫等。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血

压、糖尿病等。

5��重症 ICU患者的身体状况及生理特征

5.1  身体状况
（1）身体重量下降：重症ICU患者以蛋白质和水分的

流失为主，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是很常见的。

（2）贫血：带有严重疾病的重症ICU患者通常会出现
贫血，因为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的释放会促使红细胞代

谢加速，导致贫血。

（3）免疫功能低下：由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所以感染、炎症等问题更为常见。

（4）肌肉量减少：重症ICU患者的肌肉通常处于衰退
状态，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肌肉萎缩[3]。

5.2  生理特征
（1）呼吸系统：主要是肺部受到影响，耗氧增加，

肺部功能下降。

（2）循环系统：心肺复苏和缺氧期间，支配循环的
神经节有抑制作用，心脏输出量下降。

（3）神经系统：经常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晕厥
等问题。

（4）代谢系统：急性代谢兴奋、情绪紧张可引起代
谢紊乱，并产生大量有毒代谢产物，如乳酸、脂肪酸

等，影响生命体征。

6��中医护理干预策略在重症 ICU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6.1  中医传统针灸治疗在重症ICU患者中的应用
（1）降低疼痛和焦虑。重症ICU患者常常会出现疼痛

和焦虑等症状，这会增加患者的痛苦和危险程度。而中

医传统针灸治疗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降低患

者的疼痛和焦虑等症状[4]。比如，在患者出现疼痛时，可

以通过针灸技术刺激相应的穴位，减轻疼痛和痉挛等症

状。在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时，可以通过针

灸调节体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缓解情绪问题，提高

患者的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

（2）促进血液循环。重症ICU患者常常会出现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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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障碍的问题，如血压下降、心动过缓等。而中医传统

针灸治疗可以通过刺激相应的穴位，促进血液循环，从

而改善患者的血压和血液循环状态。比如，在患者出现

休克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可以通过针灸技术刺激相

应的穴位，促进血液循环和微循环的正常运转[5]。

（3）改善肌肉功能。长时间躺卧在床上会导致患者
肌肉的萎缩和功能障碍等问题。而中医传统针灸治疗可

以通过刺激相应的穴位，按摩肌肉和神经，提高肌肉的

张力和活动度，从而改善患者的肌肉功能和行动能力。

比如，在患者康复阶段，可以通过针灸技术刺激相应的

穴位，协助患者进行肌肉康复训练。

（4）调节免疫系统。重症ICU患者的免疫系统通常处
于低下状态，容易感染各种病原体。而中医传统针灸治

疗可以通过刺激相应的穴位，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提

高患者的免疫力，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比如，在患者

感染风险较高时，可以通过针灸技术刺激相应的穴位，

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6.2  中草药治疗在重症ICU患者中的应用
（1）调节患者的生理功能。中草药治疗可通过抗感

染、抗炎等作用，在重症ICU患者中调节患者的生理功能，
从而加强患者的免疫力，提高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1]。

（2）纠正患者的代谢失调。重症ICU患者常常存在不
同程度的代谢失调，如水电解质平衡紊乱、酸碱失衡、

营养代谢异常等。中草药治疗在纠正患者代谢失调方面

有着不错的效果，可以帮助患者恢复代谢平衡。

（3）缓解患者心理压力。重症ICU患者往往面临着生
命威胁等严峻情况，心理压力极大。中草药治疗能够缓

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患者的精神状态，从而有助于

缩短患者的治疗周期。

6.3  饮食调理在重症ICU患者中的应用
（1）全营养液：在ICU治疗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身

体情况，为患者匹配适当的营养液配方，以提供患者身

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和元素。其中，全营养液是指将

所有营养元素集成到一起，从而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营养

补给。

（2）血糖控制：在重症ICU患者的治疗中，由于疾病
本身以及营养摄取的影响，极易出现血糖波动、高血糖

等情况[2]。因此，在应用调理期间，需对患者的血糖进

行监测与控制，以避免出现低血糖或是高血糖导致的并

发症。

（3）口腔护理：由于重症ICU患者往往需要较长时
间的机械通气和营养支持，因此口腔和牙龈很容易受到

口腔营养液刺激而引起溃疡或感染。因此，在应用调理

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口腔进行定期护理，以保证

口腔的清洁和卫生。

（4）肠内微生态：在重症ICU患者的治疗中，抗生素
的广泛应用会破坏患者的肠道菌群平衡，导致细菌感染

的风险增加。因此，在应用调理中，也需要给患者适当

地提供有利于肠内微生态平衡的营养物质和元素[3]。

6.4  心理疏导在重症ICU患者中的应用
（1）沟通。沟通是心理疏导的最基本手段，通过与

患者的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状态，使其得到情

感上的支持和安慰。护士可以在病房中的日常护理过程

中与患者进行交流，包括询问患者的病情、了解其日常

生活情况、聆听其关注和恐惧等信息。

（2）情感支持。情感支持是心理疏导的重要方法。
ICU患者非常需要情感支持，可以通过与患者的交流，使
其感到受到重视和关注。当患者在情感上特别不安时，

可以用一些安慰的语言，如“你在这里安全”、“我们

会尽力使你康复”、“你的生命很重要”，鼓励患者积

极面对治疗和康复。

（3）心理疏导训练。心理疏导训练可以帮助护士获
得心理健康和干预技能，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4]。

心理疏导训练可以包括患者的心理疏导手段、情绪调节

技巧和认知疗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4）等待时间管理。等待时间是ICU患者常常需要面
临的。护士可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管理方法，如进行情感

支持、使用音乐、阅读等方法，缓解等待时间的痛苦，

减轻患者的焦虑和不适。

（5）其他方法。心理疏导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
如采用冥想、音乐疗法、气功等方式缓解患者的情绪。

这些方法有助于缓解压力、减轻焦虑、改善睡眠等。

结语：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重症ICU患者护理中有
着很好的应用前景，可以通过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物理

护理等方面的干预策略，有效地提高ICU患者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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