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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护理关怀对 ICU 患者健康知识与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张银双，邵春英*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讨人文护理关怀对 ICU 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收治的 ICU 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50 例，常规护

理）与观察组（n=50 例，人文护理关怀）。对比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以及护理

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人文护理关怀有助于提高 ICU 患者的健康知识水平和护理满意度，在 ICU 护理工作中应积极推广人文护理

关怀模式，以提升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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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on the health knowledg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ICU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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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on the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ICU patients. Methods 100 ICU patients admitted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50,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50, receiving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mpare the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elf-management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levels of health knowledge mastery, self-management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can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knowledge level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ICU patients. The humanistic nursing care model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in ICU nursing work to enhance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s' med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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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医疗体系中，ICU 作为救治危重症患者

的关键场所，其护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

后与康复体验。ICU 患者面临着身体极度不适、生命受

到严重威胁以及与外界隔离等多重困境，这使得他们

的心理状态极为脆弱[1-2]。目前，护理工作已不再局限

于单纯的疾病护理，而是向着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方向

发展。人文护理关怀理念应运而生，它注重从患者的人

性需求出发，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价值观和情感需求
[3]。在 ICU 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渴

望尤为强烈，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

疗过程，从而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同时，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也是衡量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4]。本文旨在研

究人文护理关怀对 ICU 患者健康知识与护理满意度的

影响，具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收治的 ICU 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n=5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n=50 例，人文护

理关怀）。对照组男 23 例，女 27 例，年龄 28~55 岁，

平均年龄为（42.91±5.29）岁。观察组男 22 例，女 28 例，

年龄 28~58 岁，平均年龄为（34.78±6.14）岁。两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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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资料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包括心率、血压、

呼吸、体温等。保持呼吸道通畅，定时翻身、拍背以预

防肺部感染。确保各类管道通畅与固定，如尿管、输液

管等。做好皮肤护理，防止压疮。进行口腔护理，维持

口腔清洁，同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1.2.2 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人文护理关怀：（1）情

绪支持：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担忧和

恐惧。鼓励患者表达内心感受，给予积极的回应。对于

那些因为插管等无法正常说话的患者，采用眼神交流、

点头等方式让患者感受到被关注。（2）心理疏导：针

对患者可能出现的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行针对性的疏

导。如向患者解释 ICU 的治疗流程和设备的作用，消

除患者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对于担心医疗费用的患者，

告知其医保政策等相关信息。（3）营造温馨氛围：调

整 ICU 的光线，避免过强或过暗的光线刺激患者。可

以采用柔和的暖色调灯光，让患者感觉更舒适。控制病

房内的噪音，减少仪器设备的警报声对患者的干扰。例

如，合理设置仪器的音量，对不必要的噪音源进行处理。

（4）尊重患者隐私：在进行护理操作时，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暴露。如拉上床帘进行导尿等操作，保护患者的

隐私。（5）个性化沟通：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职业

等进行个性化的健康知识宣教。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

患者，可以提供详细的书面资料；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

患者，采用简单易懂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讲解。使用患者

熟悉的语言进行交流，如果患者是少数民族或者有方

言习惯，安排会相应语言的医护人员进行沟通。（6）
家属参与沟通：合理安排家属探视时间，让家属与患者

进行情感交流。例如，每天安排特定的时间段，允许家

属通过视频通话或者进入病房（在符合感染防控要求

的情况下）与患者互动，传递家庭的温暖和支持。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

管理能力、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生活

质量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

生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分） 自我管理能力（分） 生活质量（分） 

观察组 50 94.72±1.21 89.72±2.62 87.80±3.83 
对照组 50 91.68±1.01 83.84±3.14 83.28±3.14 

t - 13.639 10.167 6.453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医护人员态度 舒适度 信息透明度 

观察组 50 89.98±3.03 94.36±1.70 93.90±2.85 
对照组 50 85.74±2.92 90.04±1.75 91.00±2.81 

t - 7.125 12.520 5.124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ICU 患者具有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稳定、机体抵

抗力差等特点。他们往往依赖多种先进的医疗设备维

持生命，如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由于病情严重，患

者身体和心理承受巨大痛苦，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
[5]。实施护理十分必要，有助于预防并发症，提高患者

的生存质量，是 ICU 患者救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常规护理在 ICU 患者护理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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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主要侧重于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执行医

嘱、基础的生活护理等。这种护理模式往往较为机械，

缺乏对患者个体情感、心理需求的深度关注。例如，常

规护理可能只是按时为患者翻身，而忽略了患者在翻

身过程中的不适感受。人文护理关怀是以患者为核心

的一种先进护理理念。它全方位地聚焦于患者的心理、

情感以及社会需求等多个层面[6]。在这种理念下，医护

人员深刻认识到患者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

它着重强调对患者人格尊严的敬重，认可患者的价值

观，无论是文化信仰还是生活观念。同时，医护人员会

细致入微地关注患者的内心体验，设身处地感受患者

的恐惧、焦虑、希望等情绪，从而提供更贴心、更人性

化的护理服务[7]。在 ICU 患者护理中，人文护理关怀

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 ICU 患者来说，他们身处特殊

的、充满仪器设备的陌生环境，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对预

后的担忧使他们心理压力极大。人文护理关怀能够缓

解患者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如护士通过温柔的话语、耐

心的倾听，让患者感受到被关心[8]。在对患者健康知识

水平的影响方面，人文护理关怀能通过个性化的健康

宣教，根据患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背景进行讲解，使患

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情、治疗方案等，提高健康知识

水平。在护理满意度上，这种关怀让患者感受到尊重和

温暖，从而大大提高护理满意度。与常规护理相比，人

文护理关怀具有明显的优势。常规护理更多关注患者

的生理需求，而人文护理关怀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基础

上，深入到患者的心理和精神层面。它能建立起更良好

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对治疗和护理的配合度，减少医

患矛盾。同时，人文护理关怀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康复信

心，从整体上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促进患者的身心康

复，这是常规护理难以完全达到的效果。 
综上所述，对 ICU 患者实施人文护理关怀能够有

效提升患者的健康知识水平以及护理满意度，有助于

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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