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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ICU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李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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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性化护理越来越受到重视。ICU重症患者病情危急、复杂多变，人性化护理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ICU重症患者的特点、人性化护理的具体措施、效果评估、优点和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
方面进行探讨。人性化护理在ICU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还能够增强病人的
治疗信心和积极性。因此，在ICU重症患者的护理中，应该始终坚持人性化护理的理念和方法，为病人提供最好的
护理服务。

关键词：人性化护理；ICU重症患者；应用分析

1��人性化护理概述

人性化护理是一种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整体的、

有效的护理模式，其目的是使病人在心理、社会、精神

上处于满足而舒适的状态，减少或降低不适的程度。人

性化护理的概念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对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维护患者的尊严和权益具有积极的

作用。人性化护理的实施需要充分考虑患者的需求和权

益，尊重患者的个性、隐私和自由，提供舒适、安全、

方便的治疗环境，以及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

求。人性化护理的实施需要医护人员具备专业素质和技

能，同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同理心，能够与患者建立

良好的沟通关系，关注患者的痛苦和不适，提供必要的

关怀和照顾[1]。人性化护理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满意度，降低医患纠纷

的风险。未来，人性化护理将更加注重患者的个性和需

求，建立完善的护理体系和流程，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

素质和沟通能力，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和提高医疗

质量。

2��ICU 重症患者的特点

2.1  症状多为危急重症：ICU患者的疾病症状多为危
急重症，例如呼吸、心跳、血压等生命体征不稳定，胸

痛、呼吸困难、意识障碍等。这些症状提示患者可能存

在严重疾病，需要高度关注和救治。

2.2  患者需要密切监测：由于ICU患者的症状和生命
体征不稳定，医护人员需要对其进行密切监测，包括心电

图监测、呼吸监测、血压监测、体温监测等。这些监测措

施有助于及时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为治疗提供依据。

2.3  需要特殊治疗：ICU患者需要接受特殊治疗，例
如呼吸机支持、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液透析等。这些治

疗措施旨在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为患者提供更好

的救治机会。

2.4  患者易出现并发症：ICU患者病情复杂，易出现
各种并发症，例如感染、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深静

脉血栓等。医护人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

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2]。

2.5  患者家属需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由于ICU患者
的病情危急，家属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家属需要

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同时需要接受患者可能面

临的风险和死亡的现实。此时，医护人员需要为家属提

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其度过难关。

3��效果评估

人性化护理的效果可以通过一系列指标进行评估，

如疼痛减轻程度、舒适度提高程度、家属满意度等。以

疼痛减轻程度为例，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使用疼痛评估工

具，如数字评分法、语言评价量表等，对患者进行疼痛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止痛措施。

在一项对100例ICU重症患者的临床研究中，研究人
员发现，人性化护理组患者的疼痛减轻程度明显高于常

规护理组患者，且人性化护理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也显

著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这一结果表明，人性化护理在

ICU重症患者中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4��优点和不足

人性化护理的优点在于它关注了患者的个性和需

求，给予患者充分的关心和关注，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和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人性化护理还有助于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降低医患纠纷的风险。然而，人性化护

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人性化护理需要医护

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增加医疗成本。其

次，人性化护理对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沟通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医护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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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性化护理需要建立完善的护理体系和流程，以保

证护理质量的稳定和提高[3]。

5��人性化护理在 ICU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人性化护理是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其目

的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使病人

感到被关注和尊重，从而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

其康复。人性化护理的具体措施如下：

5.1  微笑服务
微笑是人性化护理的重要表现，能够拉近护患之间

的距离，让病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医护人员应以微笑面

对病人，面带微笑地接待病人，询问病人的病情，及时

安排床位，协助病人办理入院手续等。通过微笑服务，

能够让病人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关心和关注，增强其治疗

信心和积极性。

5.2  尊重病人
人性化护理强调尊重病人的权益和人格尊严，医护

人员应尊重病人的隐私和自主权，不要在病人面前讨论

病人的病情和手术情况，不要当面询问病人的年龄、收

入、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尊重病

人的知情权，及时向病人告知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让

病人感到被尊重和信任[4]。

5.3  提供入院介绍
病人入院时，医护人员应向病人介绍病区环境、规

章制度、负责医生、护士、作息时间、安全须知等，让

病人尽快适应医院生活。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向病人介

绍疾病相关知识，让病人了解疾病的病因、症状、治疗

方法和预防措施等，提高病人的疾病认知水平，减轻其

焦虑和恐惧情绪。

5.4  推行责任制整体护理
医护人员应实行8小时在班、24小时负责制，由责

任护士负责对自己所管的病人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护

理。包括入院介绍、护理计划、生活护理、功能锻炼、

饮食调节、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通过责任制整体护

理，能够让病人得到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促进其康复。

5.5  规范护理行为
医护人员应做到操作规范、熟练，举止大方，说话

温和，有亲切感，操作时多与病人沟通交流，尽力减轻

病人的痛苦。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关注病人的舒适度，

如协助病人翻身、清洗头发、修剪指甲等，让病人感到

被关注和尊重。

5.6  关注病人需求
医护人员应关注病人的需求，提供满足病人需求的

护理服务。例如，提供便盆、轮椅、纸笔等方便病人生

活，协助病人办理出入院手续，为病人提供文化、语

言、宗教等方面的服务等。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关注病

人的疼痛管理，通过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方法缓解病人的

疼痛，让病人感到舒适和愉悦[5]。

5.7  健康宣教
医护人员应对病人进行健康宣教，让病人了解疾病

相关知识，提高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例如，对于糖尿

病患者，医护人员应向其讲解糖尿病的基本知识、饮

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治疗等方面的知识，让病人了

解如何自我管理和控制血糖水平。同时，医护人员还应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健康宣教计

划，让病人掌握更多的疾病防治知识和技能。

5.8  心理疏导
医护人员应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提供心理支持和

慰藉。通过与病人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和需求，及时

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同时，

医护人员还应鼓励病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尊重其

选择和决策权，让病人感到被尊重和信任。

5.9  多元化服务
医护人员应根据病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多元化服

务。例如，为病人提供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服

务，满足其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背景。同时，医护人员还

应根据病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护理服务[6]。

5.10  紧急救援
医护人员应具备紧急救援的能力和意识，及时发现

和处理病人的紧急情况，确保病人的生命安全。例如，

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采取相应的

急救措施，为病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援。同时，医护人

员还应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技能和操作规程，保证急救工

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5.11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医护人员应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尊重病人

的权益和人格尊严，与病人建立信任关系。通过与病人

交流，了解其需求和意愿，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促

进其康复。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

提供心理支持和慰藉，让病人感到被关注和尊重[6]。

5.12  倡导人文关怀
医护人员应倡导人文关怀，关注病人的情感需求，

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通过与病人交流，了解其情

感状态和需求，及时进行情感支持和疏导，缓解其焦虑

和抑郁情绪。同时，医护人员还应鼓励病人表达自己的

情感和意愿，尊重其选择和决策权，让病人感到被尊重

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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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个性化护理计划
医护人员应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提供满足病人需求的护理服务。例如，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护理、预防压疮、营养膳食等方面的

服务，为婴幼儿提供生长发育监测、预防接种等方面的

服务，为术后病人提供疼痛管理、饮食指导等方面的服

务。通过个性化护理计划的实施，能够让病人得到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促进其康复。

5.14  护理记录
医护人员应及时、准确地记录病人的护理过程和病

情变化情况，确保护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同时，

护理记录还能够为病人的治疗和康复提供重要的参考资

料，有助于医生对病人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治疗[7]。

5.15  关注病人隐私
医护人员应尊重病人的隐私权，保护其个人信息安

全，避免泄露病人的隐私信息。同时，医护人员还应关

注病人的隐私需求，保护其隐私权益不受侵害，让病人

感到被尊重和保护。

通过实施这些具体措施，医护人员能够为病人提供

更加全面、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让病人感到被关注

和尊重，从而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其康复。

6��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不断提高，人性化护理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未来，人性化护理的具体措施将更加多样

化、精细化，注重患者的个性和需求；人性化护理的评

价指标也将更加科学、全面，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

践；同时，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沟通能力也将不断提

高，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此外，医院管理方面也

应加强对人性化护理的重视和管理，建立完善的护理体

系和流程，确保人性化护理的质量和效果。

6.1  个性化护理：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需求，制定
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使护理服务更加精准和细致。例

如，对于术后患者，可以根据其手术类型、病情严重程

度、营养状况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和营养支

持计划[1]。

6.2  心理疏导：在人性化护理中，心理疏导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对于ICU重症患者，由于病情危重，往往会产
生恐惧、焦虑、抑郁等情绪。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心理疏

导，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其治疗信心和依从性。

6.3  护理技术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性化护
理技术也可以不断更新和升级。例如，引入智能化的护

理系统，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和记录，能够

让医护人员更加准确、及时地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为

治疗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指导。

6.4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人性化护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方案、护

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提高其健康意识和生活质量。

6.5  跨学科合作：人性化护理需要跨学科合作，包括
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医生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医

护人员协作配合，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护

理服务。

结束语

人性化护理在ICU重症患者中的应用至关重要。它能
够为病人提供更加全面、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缓解

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其康复。同时，人性化护理还能

够增强病人的治疗信心和积极性，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和生

活质量。因此，在ICU重症患者的护理中，医护人员应积
极推行人性化护理，并将其落实到日常护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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