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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长期重症监护患者的应用效果观察 

周文硕，季建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对长期重症监护患者的应用和效果。方法 将 50 例清醒的长期重症监护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常规组 25 例和研究组 25 例，常规组接受常规护理措施，研究组在常规护

理措施的基础上加入叙事护理的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以及心理状态。结果 研究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常规组明显提升(P<0.05)，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治疗评分较常规组明显提升(P<0.05)，研究组患

者的心理状态较常规组明显提升(P<0.05)。结论 对长期重症监护患者实施叙事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家属

的临床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及机体心理状态。值得在临床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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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long-term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Wenshuo Zhou, Jianhong Ji 

Nant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Nantong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long-term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Methods: 50 sober long-term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25 cases) and the research group (25 cases). The conventiona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research group added nar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treatment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long-term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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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平均 25%的重症监护患者会出现认知障

碍，但很少有研究表明其发生率明显较高，超过 3/4
的 ICU 患者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与之相关的主要危

险因素包括重症监护谵妄持续时间、急性脑功能障碍

（中风、酗酒）、缺氧（ARDS、心跳骤停）、低血压

（严重脓毒症、创伤）、葡萄糖调节障碍、需要长时

间机械通气的呼吸衰竭、严重脓毒病、肾替代治疗的

使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既往认知障碍

（高龄、既往认知缺陷、病前健康状况）。精神疾病：

重症监护出院后出现心理残疾的风险为 1%至 62%，表

现为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1]。风险因素与认知

障碍相同，还包括女性、低教育水平、既往残疾以及

重症监护中镇静和镇痛的使用。在服务人民价值观的

影响下，医院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建设[2]。本研究将叙

事护理应用于我院重症监护患者，观察其应用效果，

进一步探讨叙事护理在重症监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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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清醒患

者 50 例，排除标准：有严重心理疾病不能配合者。其

中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 61.33±9.28 岁。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常规组 25 例和研究组 25
例。常规组和研究组的患者在年龄和性别等基本资料，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实验内容。 
1.2 方法 
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措施。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措

施的基础上加入叙事护理干预，具体干预包括：（1）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了解患者内心深处的忧郁点以

及敏感点，进而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临床护理服务。

（2）严格把控重症监护病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线等

因素，通过对灯光的调整给患者制造白天黑夜的区分，

有利于保证其正常睡眠，促进机体恢复。及时关闭各

类仪器报警，避免对患者造成心理上的紧张情绪。（3）
增加与患者的沟通与互动：针对重症监护病房反复出

现的、常见的护理工作场景和操作流程，制定标准化

的脚本语言。主动积极询问患者心理状况，将患者的

需要放在首位，学会换位思考，取得患者的理解和配

合。（4）加强患者心理状况的交接和评估：常规护理

交接包含基本的生理病情和用药情况，却忽视了患者

心理状况和个性化特点的交接。做到每班评估患者心

理状况和记录，做到叙事护理干预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1.3 观察与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以及

心理状态。采用我院自制量表评价护理满意度，分为

不满意（小于 80 分）、较满意（80 分至 90 分）、满

意（大于 90 分）。护理质量评分采用我院自制量表，

共包含 4 个维度，满分为 100 分。选用焦虑指标评价

表、抑郁指标评价表评估患者护理干预前（入院时）、

护理干预后的心理状态。表中包含 20 项测试项目，包

括患者焦虑、抑郁的主观感受，共 8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Statistics（中文版）统计软件。

所有数据均经正态分布检验 K-S 检验（Kolmogorov- 
Smirnov）或 W 检验（S.S.Shapiro and M.B.Wilk），符

合正态分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x s± ）表示。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P<0.05，
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与干预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研

究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分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2 常规组与干预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  
研究组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常规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常规组与干预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 
研究组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优于常规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由于重症监护医学的进步，重症患者的存活率在

过去十年中有所提高。其中一些幸存者在重症监护病

房治疗后出现认知、精神和身体残疾，现在被认为是

重症监护后综合征[3]。叙事护理是一种"以人为本，以

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改善病

人的生活、心理状态和情感。它使患者愿意配合治疗，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提高

了护理质量[4]。这种护理模式可以使护理人员从常规的

被动护理转变为主动护理，不仅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

预测、推断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患者的安

全，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全面性。叙事护理在传统

护理模式下更为注重患者的心理和个性化需求[5]，更为

全面的为患者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方案，不仅使患者更

为舒适，医患、医护的关系也更为缓和，减少了矛盾

的发生，使得护士和患者的配合更为默契[6]。所有入住

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都应接受心理评估，评估内容包

括：入院前病史、适应过去压力的能力、用药史、当

前精神和临床状况、以及环境和家庭因素。治疗包括：

消除或纠正致病因素、适当使用镇静剂（抗焦虑和抗

精神病药物）、减少或消除环境压力源，以及经常与

患者和家人交流。许多研究表明，叙事护理对患者疾

病的康复有所帮助[7]。有研究证明，对于重症监护患者

的常规护理中加入叙事护理的干预，不仅能够促进重

症监护患者胃肠功能的恢复，营养指标也得到了明显

改善，同时能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8]。在一项对乳腺

癌患者实施叙事护理的研究中发现，对于乳腺癌患者

在接受叙事护理的干预后不良心理状态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也降低了癌症患者的疼痛程度[9]。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

分高于常规组，研究组。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

常规组，研究组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优于常规组，

原因可能是，患者在接受叙事护理消除了疾病和环境

带来的紧张情绪，缓解了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不适感和

恐惧的心理。同时交感神经的放松也促进了患者机体

的恢复[10]。常规的被动护理转变为主动护理，不仅可



周文硕，季建红                                                       叙事护理对长期重症监护患者的应用效果观察 

- 122 - 

以提高护理人员预测和推断的能力，而且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患者的安全、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全面

性。所以，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整体体

验感都得到了提升。叙事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

者或家属对疾病的认识有关，加强医生、护士与患者

的沟通可以拉近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矛盾。通过鼓励

等方式，可以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康复或好转的信心，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提高患者或其家属的护理

满意度。 
所以，对长期重症监护患者实施叙事护理干预，

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家属的临床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

的护理质量评分及机体心理状态。值得在临床普遍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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