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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有效性分析 

唐忠俊 

遂宁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四川遂宁 

【摘要】 目的 分析对重症监护室（ICU）患者开展优质护理的有效性。方法 抽取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期间我院 ICU 收治的患者 90 例进行分组研究，分组办法为随机数字表法，接受常规护理的 45 例患者为对照组，

接受优质护理的 45 例患者为研究组，对比两组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相比较面言，研究组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P＜0.05）。结论

对 ICU 患者开展优质护理可有效缩短患者 ICU 入住时间，减少呼吸机使用时间，有利于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

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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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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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quality care for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90 patients admitted to ICU of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for grouping study. The 
grouping method was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5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45 patients receiving high-quality care were taken as the study group. The ventilator use time, ICU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had 
shorter ventilator use time and ICU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lower complication rate (P < 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for ICU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ICU stay time and reduce the use time of ventilator, which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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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是医院用于救治危重症患者的主要场所，对

护理质量要求也相对较高，稍有不慎则可引发多种并

发症或是感染，不仅加重患者病情，延长患者 ICU 住

院时间，增加患者经济负担，也可能引发医疗纠纷[1-4]。

因此提高 ICU 护理质量一直以来都是重点研究课题。

有专家认为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 ICU 患者并发症

发生风险、缩短 ICU 住院时间[5-7]，本次研究抽取 90
例（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ICU 患者并进行分组对

比，旨在进一步观察优质护理干预用于 ICU 患者临床

护理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0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期间入住我院 ICU 的

患者中随机抽取 90例并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成

对照组（n=45）和研究组（n=45）两组。对照组患者

中女性 22 例，男性 23 例，年龄 42-72 岁，平均（57.25
±5.48）岁，脑外伤手术患者 20 例，心脏外科手术患

者 9 例，感染性休克患者 8 例，急性脑血管病变患者 8
例；研究组患者中女性 20 例，男性 25 例，年龄 44-73
岁，平均（57.86±5.59）岁，脑外伤手术患者 22 例，

心脏外科手术患者 8 例，感染性休克患者 7 例，急性

脑血管病变患者 8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无明显

差异（P＞0.05）。纳入标准：①患者或家属对研究内

容知情并签署《同意书》；②临床资料齐全。排除标

准：ICU 住院时间低于 48h 的患者。我院伦理委员会

已批准此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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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即监护生命体征并遵从医嘱

为患者用药并开展对症护理。研究组，优质护理：①

保持 ICU 无菌环境，定时通风、消毒，并将感染及非

感染患者分区域安置，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需安排单

独病区隔离；相关人员进出 ICU 时需严格遵守无菌原

则穿戴隔离衣等防护用品；②ICU 患者多行机械通气，

受其影响导致患者 IgA 水平发生波动，口腔自净功能

及抵抗力下降易引发口腔感染甚至上呼吸道感染，因

此需加强口腔护理，指导患者用复方氯已定漱口液进

行含漱或对患者进行口腔涂抹，每隔 6h 需重复涂抹 1
次[8-12]；③体位护理，视情况对患者开展体位护理，情

况允许的前提下可将床头适当摇高以避免出现反流或

误吸等情况，提高患者舒适度；定时辅助患者翻身叩

背，并指导患者正确的咳痰方法，若有必要时需要进

行雾化或吸痰避免肺部感染；④营养支持，通常情况

下对 ICU 患者会通过全胃肠外、半胃肠外以及胃肠内

三种途径进行营养支持，以保障患者每日营养所需；

胃肠内营养患者在进行喂养前需注意观察是否有胃内

容物潴留的情况，鼻饲后的 30min 内均不可进行叩背

和吸痰等操作避免患者呕吐；⑤呼吸系统护理；保持

呼吸道湿润、通畅，在进行吸痰等操作时需注意严格

遵守无菌操作；定期更换螺纹管、清理冷凝水；⑥管

路护理，维持套囊管压力在 24-30cmH2O，避免分泌物

由气囊流进呼吸道引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妥当固定

好其他管路（如引流管、导尿管等）避免出现折弯、

滑脱等情况；⑦睡眠护理，充足、良好的护理可促进

患者机体功能恢复，注意减少夜间的护理操作，尽量

将护理操作集中在白天完成，调节室内灯光、减少噪

音以提高患者睡眠舒适度；⑧心理疏导，ICU 清醒患

者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应对其负面情绪予以及

时疏导以提高患者治疗信心；⑨注意在进行所有护理

操作前需告知患者此操作的目的及作用以提高患者配

合度，同时护理操作过程中注意动作轻柔尽量减轻患

者不适感。 
1.3 观察指标 
（1）对比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以及 ICU 住院时

间。（2）对比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此次研究主要记

录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泌尿系统感染以及皮肤感染的

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4.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资料描述：

计数资料用（n%）表达并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x ±

s)表达并用 t 检验。P＜0.05 提示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以及 ICU 住院时间 
研究组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均明

显比对照组患者用时要短（P＜0.05），见表 1： 
2.2 对比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研究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2.22%（1/45），为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17.78%(8/4
5)，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4 例（8.89%），泌尿系统

感染及皮肤感染各 2 例（4.44%）；可见研究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更低（P=0.035，χ2=4.444）。 

表 1 对比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以及 ICU 住院时间[( x ±s)，d] 

分组 n 呼吸机使用时间 ICU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8 7.59±1.08 9.59±1.08 

研究组 48 4.21±0.57 5.94±0.72 

t  18.566 18.863 

P  ＜0.001 ＜0.001 

 
3 讨论 
ICU 患者病情危重且对无菌环境要求较高，有研

究称 ICU 患者并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占比可高达

30%以上，这是由于 ICU 患者多数需要进行机械通气，

但此操作为一种侵入式的有创操作，且反复吸痰也容

易损伤呼吸道黏膜进而导致细菌大量增殖引发各种感

染，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和危险度、延长了患者 ICU 住

院时间，也增加了患者及家属的经济和心理负担[13-17]。

此次研究中对研究组患者开展了优质护理干预，结果

显示该组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以及 ICU 住院时间均比

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短，且该组患者并发

症的发生率也比对照组患者低（P＜0.05），证实了优

质护理干预应用于 ICU 患者的护理中效果显著[18-21]。

这是由于，优质护理干预是一套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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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此护理方案注重对各个细节的把控，在开展护

理操作前充分的考虑到了患者的病情、身体机能以及

性格特点等因素，围绕患者的需求进行具有针对性的

护理干预，且在护理过程中更加注重无菌操作的护理

理念，这就有效降低了患者感染的风险；此外，针对

体位、口腔、呼吸道、管路、睡眠、营养支持等方面

的护理一方面可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风险，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提高患者舒适度、促进患者各项身体机能尽

快恢复；最后针对患者的不良心理状况予以及时的疏

导有利于让患者重新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而且在

优质护理中注重与患者的交流与沟通，开展操作前均

与患者进行详细讲解，也有利于提高患者的配合度和

依从性[22-24]。 
综上可见，优质护理干预用于 ICU 患者的护理中

可有效缩短患者呼吸机使用时间以及 ICU 住院时间，

且有利于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风险，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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