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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关怀理念对 ICU 危重患者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 

陈秋羽 

重庆市江津区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分析 ICU 危重患者采取护理关怀理念干预对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将本院在 2022
年 1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48 例 ICU 危重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参考组及

实验组，给予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上述基础上采取护理关怀理念，每组 24 例。对比两组护理质量及

护理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护理质量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ICU
危重患者采取护理关怀理念干预有助于提升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此种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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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nursing care concept intervention on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CU. Methods 48 critically ill ICU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nursing care based on the above principles, with 2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mpare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nursing care concept intervention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CU can help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and this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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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作为医院中的一个独特科室，主要负责接收

大型手术后以及病情严重的患者，这些患者通常病情

严重且变化迅速[1]。相对于普通病房患者，ICU 中治疗

设备仪器数量更多，患者受到侵入性操作、恶劣医疗环

境及担心死亡等因素的影响，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压力，

负性情绪更严重。另外因 ICU 采取隔离治疗，在病房

婉拒家属探视和陪护，更增加患者消极心理反应。这种

不良情绪反应必然会影响到治疗及预后。护理关怀作

为人性化护理理念之一，旨在让患者从生理、心理及精

神等各方面均能保持舒适，真正做到以患者为本，有助

于降低 ICU 综合征发生率，提高预后[2]。为此，将本院

在 2022 年 1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48 例 ICU 危

重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分析 ICU 危重患者采取护理

关怀理念干预对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详见

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将本院在 2022 年 1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48

例 ICU 危重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

上述患者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给予参考组行常规护

理，实验组则在上述基础上采取护理关怀理念，每组 24
例。 

其中参考组男、女分别为 13 例、11 例，年龄 31-
67 岁，均值范围（47.65±2.31）岁。实验组男、女分

别为 12 例、12 例，年龄 32-68 岁，均值范围（47.31±
2.43）岁。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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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密切

观察，给予患者饮食、用药、生活等护理干预。 
1.2.2 实验组 
本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护理关怀理念干预，方法

见下文： 
（1）强化病情监测：定期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如心率、血压、呼吸频率等，以及观察病情变化，如意

识状态、尿量等，护士能够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为医生

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此外，护士还需熟练掌握各种仪

器设备的操作，如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确保患者得

到及时、准确地监护和治疗。 
（2）心理支持与安抚：护士应当关注患者的心理

状态，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抚。通过与患者建立信

任关系，倾听其感受和需求，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恐

惧。同时，护士还可以通过提供舒适的环境和氛围，如

播放轻柔的音乐、提供安静的休息空间等，来帮助患者

放松身心。 
（3）舒适环境营造：护士应当注意营造一个温馨、

舒适的环境，以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例如，保持病房

的整洁和安静，控制噪音和光线，提供柔软的床铺和舒

适的温度等。此外，护士还可以通过装饰病房、摆放绿

植等方式，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怀。 
（4）个性化护理计划：护士应当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这包括评估患者的需求、制定

护理目标和措施、调整护理方案等。通过个性化护理计

划，护士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提高护理效果。 
（5）疼痛与症状管理：积极评估患者疼痛程度和

需求，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管理和缓解。例如，可以

通过药物治疗、物理疗法、心理支持等方式来减轻患者

的疼痛。同时，护士还应当关注患者的其他症状，如呼

吸困难、恶心呕吐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 
（6）营养与饮食指导：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和饮

食偏好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对于需要高热量、高蛋

白饮食的患者可以提供富含营养的食物；对于需要限

制水分摄入的患者可以提供低盐、低脂的饮食等。同

时，护士还应当注意监测患者的营养状况变化及时调

整饮食计划。 
（7）家属沟通与参与：护士应当积极与家属进行

沟通，及时告知患者病情和治疗进展情况以及需要注

意的事项。通过与家属的合作和共同参与护理过程，可

以让患者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提高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质量 
采取自制的护理质量评价表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

量进行了解。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护理质量越

高。 
1.3.2 护理满意度 
对两组护理满意度情况采取自制护理满意度问卷

表进行了解。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

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负面情绪对比 
表 1 显示，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参考组（P

＜0.05）。 
2.2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表 2 显示，实验组护理质量高于参考组（P＜0.05）。 
3 讨论 
一直以来，ICU 医护人员只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各

种监护指标及病人的抢救工作中，而忽略清醒患者个

体存在性及特殊性，对患者需求认识不足，致使患者心

理问题比较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护理质

量。 

表 1  两组负面情绪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实验组 24 23.43±2.14 22.38±2.76 

参考组 24 38.76±3.25 39.75±2.68 

t - 19.299 22.119 

P -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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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质量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 

实验组 24 95.63±2.14 

参考组 24 74.54±2.78 

t - 29.450 

P - 0.001 

 
相关研究指出，ICU 患者容易产生焦虑、恐惧、孤

独、绝望及人格丧失等心理方面的问题，部分患者还会

受到环境的影响甚至发生 ICU 综合征，极大地影响到

疾病的恢复[3]。ICU 病人较普通病房病人需要更多地理

解同情、抚慰与关怀。 
护理关怀理念是以患者为中心进行关怀和照顾的

思想，其强调护士在执行医嘱和治疗性工作的同时，也

要顾及患者生活和其他基础护理[4-5]。护理关怀理念同

时为患者提供全面身心护理，关注病人需求和感受，尊

重病人权利和尊严。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护理质

量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

考组（P＜0.05）。提示护理关怀理念干预的效果相比

常规护理更好。笔者分析认为，在 ICU 环境中，患者

生命状况往往非常危急，需要护理人员具备高度专业

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而护理关怀理念强调“以人为

本”的护理方式，能够使护理人员在关注患者生理状况

同时，也关注到患者的心理、情绪和社会需求，从而提

供更加全面、细致的护理服务[7]。这种全面、细致的护

理服务，不仅有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也有助于提高

医院整体护理水平。ICU 患者往往因为病情严重、治疗

过程痛苦等原因，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而

护理关怀理念强调的“关怀”、“尊重”和“理解”，

能够使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关爱和尊重，从而减轻其

负面情绪，提高其对护理工作满意度[9]。同时，护理关

怀理念还强调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通过及时、有效地

沟通，增加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的理解和信任，进

一步提高患者满意度[10]。 
综上所述，ICU 危重患者采取护理关怀理念干预

有助于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提升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此

种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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