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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 ICU 重症患者护理质量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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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ICU 重症患者给予心理护理对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

ICU 收治的重症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加强心理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30 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ICU 停留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 心理护理可有效改善 ICU 重症患者心理状态，提升护理质量，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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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in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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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ICU. Methods Sixt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CU from May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trengthened psychological care)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care),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ICU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a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ICU,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has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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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属于专门为重症患者隔离、治疗的一个重要

地方，在该病房是利用高端的设备监测、干预患者的机

体情况，将其症状有效减轻，从而高效地实施临床医护

工作。为了避免细菌感染，ICU 一般情况下会对家属的

探视时间严格限制，在没有家属陪护的过程中，患者常

常存在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而且在经济压力、疾病

作用的双重影响下，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也会不断加

重，对于情况严重者则会发生抗拒医疗的情况，进而对

临床治疗效果产生不利影响[1]。所以，在护理 ICU 重

症患者期间，需要对其加强心理状态的关注，为了确定

ICU 重症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的价值，进行如下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60 例 ICU 收治的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

集样本时间：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随机分为观

察组 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43.06±
2.25）岁；对照组 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平均年

龄（44.18±2.19）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指的是对于入院后的患者需要

护理人员监测其各项生命体征，了解其意识、呼吸等变

化状况，如果患者伴有异常需要马上做出反应，同时给

予患者用药指导。饮食干预等干预措施，继而将患者的

病情改善而保证其生命安全不受到威胁。 
观察组：加强心理护理，包括： 
①针对性心理护理。外界环境会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患者的情绪，多数的患者会因为处在陌生环境中出

现抵触情绪，ICU 科室中患者常常存在比较严重病情，

入院治疗过程中极易出现抵触情绪，而且在疾病的影

响下也会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严重影响其治疗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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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在护理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将一个舒适、安

静的休息环境提供给患者，尽量根据患者的喜好而布

置病房，让其心情始终处在愉悦状态。 
②讲解健康知识。ICU 患者出现不良情绪的多数

原因是对疾病没有足够认知，包括治疗方法、临床症

状、发病机制等，护理人员需要告诉患者有关疾病的知

识，在适宜的情况下告诉患者监测生命体征的结果，让

其对自身病情存在全面了解，使其对本身病情的改变

可以清楚地了解，进而对治疗工作可以积极配合。 
③患者家属的配合。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家属的配

合也存在比较重要的作用，护理人员需要积极联系家

属，在治疗过程中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家人的鼓励、关

怀，进而在面对疾病的过程中保持积极且乐观的态度，

在治疗过程中始终认为自己可以顺利恢复健康且尽早

回归社会，从而对各种治疗工作也积极配合。 
④恢复期护理。在入住 ICU 的患者大部分都是经

过手术治疗者，患者在术后需要承受的疼痛感比较强

烈，常常改变其情绪，进而对其举止产生影响。所以，

护理人员需要及时在术后告诉患者手术情况，讲解术

后顺利康复的真实案例，让其也存在自己通过手术同

样可以对病情有效控制的信念，进而在术后对治疗和

护理工作均可以积极配合。在沟通期间需要护理人员

始终保持温和的说话语气，同时对患者保持足够的支

持、尊重，防止无意中侵犯患者隐私。 
1.3 观察指标 
①心理状态[2]：用 SDS、SAS 评价，分数越高表示

心理状态越差。 
②护理质量：沟通交流、护理操作等，分数越高表

示护理质量越好。 
③记录 ICU 停留时间、住院时间。 
④生活质量[3]：SF-36 评价，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

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9.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干预前，组间对比（P>0.05）；干预后，组间对比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0 59.83±6.22 37.41±2.37 62.73±8.61 39.56±2.60 

对照组 30 59.86±6.20 41.54±3.09 62.77±8.58 43.14±3.23 

t 值  0.325 4.802 0.326 5.201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L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操作评分（94.56±3.97）分、心理护

理评分（93.68±3.97）分、沟通交流技巧评分（95.56
±3.23）分、护理态度评分（97.21±2.31）分。对照组：

护理操作评分（84.56±4.35）分、心理护理评分（82.50
±4.11）分、沟通交流技巧评分（88.53±4.23）分、护

理态度评分（89.96±3.53）分。组间对比（t=5.326、
4.802、5.302、6.332，P<0.05）。 

2.3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ICU 停留时间比较 
观察组：ICU 停留时间（3.45±1.22）d、住院时间

（5.67±1.56）d。对照组：ICU 停留时间（8.27±2.24）
d、住院时间（13.62±3.24）d。组间对比（t=4.663、
5.332，P<0.05）。 

2.4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观察组：精神健康评分（59.36±0.54）分、

社会能力评分（30.00±0.10）分、总活力评分（32.25
±0.14）分、生理功能评分（31.25±0.70）分。对照组：

精神健康评分（60.28±0.38）分、社会能力评分（30.01
±0.20）分、总活力评分（33.06±0.28）分、生理功能

评分（30.36±0.65）分。组间对比（t=0.265、0.214、
0.326、0.336，P>0.05）。 

干预后：观察组：精神健康评分（82.32±5.26）分、

社会能力评分（44.50±6.26）分、总活力评分（68.90
±5.56）分、生理功能评分（54.57±3.61）分。对照组：

精神健康评分（71.54±4.05）分、社会能力评分（35.01
±4.21）分、总活力评分（45.25±6.73）分、生理功能

评分（42.04±3.87）分。组间对比（t=5.326、6.325、
5.201、4.802，P<0.05）。 

3 讨论 
有关研究指出[4]，在短时间内，ICU 患者存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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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情绪波动，这主要是受患者不够了解疾病相关知

识，家庭并不能在其身边陪伴作用，及医疗环境陌生等

因素影响。ICU 重症患者若存在严重的不良情绪不但

会降低其治疗和护理依从性，而且也会对其身心健康

产生影响，影响医护工作的顺利实施。所以，加强 ICU
重症患者的心理干预非常重要。 

心理护理指的是在护理患者期间，护理人员通过

心理学技能、理论的应用且利用多种方法、渠道对患者

的心理进行干预而实现将其情绪稳定且将其心理状态

有效改善的目的。不良情绪对 ICU 重症患者存在比较

大的影响，所以，心理护理应用于治疗工作中存在比较

重要的作用[5]。在心理护理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对于

ICU 重症患者的个体差异需要高度重视，包括病情发

展、认知水平等，通过患者容易理解的词汇同其沟通，

方便患者更加容易且深刻的理解对护理人员所表达的

内容；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喜好了解，同时以此为基础

建立住院环境，防止患者在进入 ICU 病房后出现陌生

感，进而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在同患

者沟通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支持、鼓励患者，让其建立治

疗疾病的信心，从而积极且主动的进行护理及治疗工

作[6]。 
患者、家属认知有关疾病知识的情况同治疗效果

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护理人员利用健康宣教等方

式增加患者、家属认知疾病的情况，使患者对于 ICU
病房、疾病存在正确的认知，同时将其生活习惯主动调

整，进而形成自我护理的概念，在护理过程中可以对护

理人员、医师的嘱咐更加地依从[7]。另外，患者可以通

过和护理人员交流而了解其病情的发展，在病情发展

的透明化下，患者可以通过病情的好转而产生一定的

喜悦感，提升其积极性，进而对治疗工作更加配合[8]。

有关研究指出[9]，对于家庭关系不和谐的患者以及家庭

关系和谐的患者来讲，前者存在更加显著的不良情绪。

所以，护理人员也要对家属采取健康宣教，让家属对患

者的病情全面了解，而且增加配合患者治疗的时间，同

时在治疗过程中积极地支持、鼓励患者，积极地慰藉患

者的心理，进而将其面对疾病的态度有效提升，从而积

极配合治疗工作[10]。本研究结果说明心理护理可有效

减轻患者不良情绪，从而构建和谐护患关系，规避护理

纠纷，使患者、家属对护理更加认可。 
总而言之，ICU 重症患者经过心理护理可有效缓

解其负面情绪，提升护理质量，缩短病程，减轻患者经

济压力，提升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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