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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的优质护理方法及效果研究

张 艳

湖北省利川市宏信和谐医院 湖北利川

【摘要】目的 分析重症监护室用优质护理的价值。方法 2020年 11月-2022年 10月本院重症监护室接

诊病人 82名，随机均分 2 组。试验组采取优质护理，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对比不良事件等指标。结果 关

于不良事件，试验组发生率 2.44%，和对照组数据 19.51%相比更低（P＜0.05）。关于总有效率，试验组数

据 97.56%，和对照组数据 82.93%相比更高（P＜0.05）。关于满意度，试验组数据 97.56%，和对照组数据

78.05%相比更高（P＜0.05）。结论 重症监护室用优质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护理效果提升更为迅速，

满意度改善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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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nursing method and effec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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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high-quality car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20 to October 2022,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trial group
adopts high-quality ca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s routine care. Contrast the adverse events and other
indicators. Results Regarding adverse events, the incidence of the trial group was 2.44%,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19.51% of the control group data (P <0.05). Regarding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the test group data was 97.56%,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82.93% data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Regarding satisfaction, the test group data
was 97.56%, higher than 78.05% (P <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care units have a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 faster improvement in nursing effect, and a more obvious improvement in satisfaction.

【Key words】Adverse events; intensive care unit; satisfaction; quality care

医院重症监护室具有危险性高、工作量大与不

良事件发生率高等特点，若病人在治疗期间不能得

到精心的护理，将极易出现各种不良事件，如：意

外拔管等[1]。另外，重症监护室病人的病情也十分

严重，且其病情进展也较为迅速，稍不注意，便会

引起严重后果，甚至会导致病人的死亡[2]。为此，

护士有必要加强对重症监护室病人进行干预的力度。

本文选取 82名重症监护室病人（2020年 11月-2022
年 10月），着重分析重症监护室用优质护理的价值，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 2020年 11月-2022年 10月本院重症监护室

接诊病人（n=82）进行随机分组。试验组 41人中：

女性 19 人，男性 22 人，年纪范围 19-76 岁，均值

达到（46.82±5.34）岁；体重范围 39-79kg，均值达

到（55.36±7.39）kg。对照组 41人中：女性 18人，

男性 23人，年纪范围 19-77岁，均值达到（46.53±5.81）
岁；体重范围 39-80kg，均值达到（55.74±7.68）kg。
纳入标准：（1）病人年纪超过 18岁；（2）病人非

过敏体质；（4）病人或家属对研究知情。排除标准
[3]：（1）治疗期间死亡；（2）严重心理疾病；（3）
沟通障碍；（4）精神病；（5）资料缺失；（6）传

染病；（7）恶性肿瘤临终期；（8）中途退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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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孕妇。2组年纪等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2 组常规护理：用药干预、病情监测与异常状

况处理等。试验组配合优质护理，内容如下：（1）
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强化空气和物品消毒力度。

调整室温至 22-26℃，相对湿度 30-60%。保持室内

光线柔和，物品摆放整齐，空气清新，地面整洁，

没有噪音。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对病人进行护理，

且在出入病人时做到轻手轻脚，以免打扰病人休息。

（2）若病人意识清醒，需主动与之沟通，以了解其

心理诉求。鼓励病人，支持病人。向病人介绍预后

较好的案例，增强其自信。为病人播放喜欢的乐曲，

指导病人做深呼吸运动，促使其身体放松。（3）由

于病人没有家属的陪护，使得其更易出现孤单、烦

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故，需要为病人建立起良好

的家庭支持体系。如：为病人提供平板电脑等物品，

让病人通过视频或电话等方式，与家属沟通，以消

除其孤独和绝望感。（4）严密监测病人体征，观察

病情变化，若有异常，立即上报。协助病人取最适

的体位，及时对病人呼吸道中的分泌物进行清除，

确保病人呼吸顺畅。正确指导病人咳嗽与咳痰，若

病人排痰困难，可对其施以雾化吸入治疗，若有必

要，也可对病人施以机械振动排痰处理。（5）做好

病人皮肤的清洁工作，用温热的湿毛巾擦拭病人的

皮肤。若病人的皮肤比较干燥，可在清洁后涂抹适

量的爽肤粉。确保病人床单位的整洁与干燥，若床

被单被污染，需立即更换。协助病人清洁口腔，可

根据病人的口腔 PH 值，为其选择一种最适的口腔

护理液，以免细菌定植。（6）按时协助病人翻身，

按摩病人受压部位和四肢，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为

病人提供气垫床，以有效预防压疮等问题的发生。

（7）妥善固定各管道，检查管道是否受压或弯曲，

确保管道顺畅。若病人存在躁动的情况，可对其进

行适当的约束，以免病人出现意外拔管等问题。对

于留置引流管者，需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和性状，

记录引流量。（8）采取发放宣传册、口头教育或视

频宣教等途径，为病人和家属讲述疾病知识，介绍

治疗流程与目的。积极解答病人提问，打消其顾虑。

（9）询问病人身体感受，了解其疼痛情况。指导病

人采取暗示疗法、按摩或音乐疗法等转移注意力，

减轻疼痛感。若有必要，可对病人施以镇痛治疗。

用药前，仔细核对病人的用药信息，确保无误。输

液期间，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输液速率。

注意观察病人的穿刺部位情况，若穿刺部位红肿或

渗液，需立即处理。

1.3评价指标[4]

1.3.1 统计 2组不良事件（压疮，及意外拔管等）

发生者例数。

1.3.2 参考下述标准评估护理效果：（1）无效，

相关症状未缓解，病情未得到控制或加重。（2）好

转，相关症状有所缓解，病情得到控制。（3）显效，

相关症状基本消失，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对总有效

率的计算以（好转+显效）/n*100%为准。

1.3.3 调查 2 组满意度：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对满意度的计算以（一

般+满意）/n*100%为准。

1.4统计学分析

SPSS 23.0处理数据，t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χ±s），χ2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n（%）]。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不良事件分析

至于不良事件这个指标：试验组发生率 2.44%，

和对照组数据 19.51%相比更低（P＜0.05）。如表 1。

表 1 不良事件记录结果表 [n，（%）]

组别 例数 压疮 意外拔管 感染 发生率

试验组 41 1（2.44） 0（0.0） 0（0.0） 2.44

对照组 41 4（9.76） 2（4.88） 2（4.88） 19.51

χ2 7.2158

P 0.0279

2.2护理效果分析

评估结果显示，试验组：无效 1人、好转 13人、

显效 27人，本组总有效率 97.56%（40/41）；对照组：

无效 7人、好转 16人、显效 18人，本组满意度 82.93%
（34/41）。对比可知，试验组的护理效果更好（χ2=7.104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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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不满意 1人、一般 12人、

满意 28人，本组满意度 97.56%（40/41）；对照组：

不满意9人、一般15人、满意17人，本组满意度78.05%
（32/41）。对比可知，试验组的满意度更高（χ2=7.3952，
P＜0.05）。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病人发生不良事件的几率更高，因

为这类病人的病情十分危重，且其免疫力也有所降

低，需要接受大量的侵入性诊疗操作，加之置管多，

使得其更易出现感染与意外拔管等不良事件，而这

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则会影响病人的疗效，同时也会

给病人造成更大的痛苦，增加病人的治疗难度[5]。

故，有效的护理对于确保重症监护室病人的疗效来

说具有显著作用。而常规护理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护理方式，虽能为病人提供一些基础的护理服务，

但无法满足病人的基本需求，使得病人的护理效果

得不到有效的提升[6]。

优质护理涵盖的了“以人为本”这种新理念，可

根据病人的实际需求，同时结合疾病治疗的原则，

从环境、体位、心理、管道、疼痛、认知、家庭支

持、皮肤、用药与口腔等方面出发，予以病人更加

专业化与人性化的护理，以促进其康复进程，提高

护理效果，减少不良事件发生几率，改善预后[7]。

帮助病人建立起良好的家庭支持体系，可消除病人

的孤独与绝望感，让病人能够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治

疗，从而有助于提升其依从性，确保疗效[8]。做好

病人的口腔与皮肤清洁工作，可有效预防感染等问

题的发生。强化体位、管道与疼痛等管理力度，除

了能够提高病人的生理舒适度之外，还能在最大限

度上减少意外拔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确保病人治

疗期间的人身安全[9]。

王颖的研究[10]中，对 80名重症监护室病人进行

了常规护理，并对其中 40名病人加用了优质护理，

结果显示：优质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5.0%（2/40），比

常规组 27.5%（11/40）低；优质组满意度 95.0%
（38/40），比常规组 72.5%（29/40）高。表明，优

质护理对改善病人的满意度和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等都具有显著作用[11]。本研究，至于不良事件这个

指标：试验组发生率比对照组低（P＜0.05）；至于

满意度：试验组调查结果比对照组好（P＜0.05），
这和王颖的研究结果相似。至于护理效果：试验组

评估结果比对照组好（P＜0.05）。

综上，重症监护室用优质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更低，护理效果提升更为迅速，满意度改善更加

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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