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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疗效分析 

高文娟 

常州妇幼保健院  江苏常州 

【摘要】目的 分析人文关怀用于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区间重

症监护室内收治的患者内随机选择 60 例展开实验，根据护理形式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人数为

30 例。对照组整体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内整体接受人文关怀，对比护理指标。结果 实验组满意度为（90%），

对比对照组更高，P＜0.05。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负性情绪无差异，P＞0.05。干预后，实验组的负性

情绪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中对象整体生活质量均优于实验组，数值统计结果有比较有差异化

P＜0.05。结论 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措施，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满意度，缓解负性情绪，提高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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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care in ICU nurs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60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nursing, namely experiment and control.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3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s a whol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umanistic care as a whole. The nursing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he inter- 
vention,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of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numerical statistical results were quite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measures for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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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作为医院内的重点观察的病室之

一，其是危重症患者的聚集科室[1]。医院通过给予

重症监护室人力、物力、技术保障，可以提高患者

的治疗效果[2]。由于重症监护室内的患者的实际情

况较为严重，故患者常会出现病情变化，威胁患者

的生命安全[3]。所以，需要给予重症监护室患者优

质的护理措施，以此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以及疼痛。

而人文关怀作为一种全新的护理理念，该理念主要

是是将患者作为中心，随后展开一系列的护理措施，

充分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以此提高患者的护理质

量。基于此，本文针对人文关怀用于重症监护室内

的效果展开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区间重症监护室内

收治的患者内随机选择 60 例展开实验，根据护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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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人数为 30 例。

实验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为（43.91±1.23）
周岁，均为女性患者，重度子痫前期 10 例、宫颈癌

子宫全切 10 例，产后大出血 5 例、引产 3 例、死胎

2 例。对照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为（43.92±
1.21）周岁，均为女性患者，重度子痫前期 9 例、

宫颈癌子宫全切 11 例，产后大出血 7 例、引产 2 例、

死胎 1 例。对两组资料分析后，P＞0.05，具有可比

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纳入标准：（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

意识清醒可以配合实验。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

障碍。（2）昏迷。 
1.2 方法 
对照组整体接受常规护理：观察患者各项生命

体征，检查仪器设备是否完善，对做好清洁消毒工

作。 
实验组内整体接受人文关怀： 
（1）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由于患者出现疾病

后，身心遭受折磨，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可以显

著改善患者的情况，消除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

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护士需与患者进行密

切的交谈，积极鼓励患者，与患者沟通，拉近护患

关系。护士可以通过沟通充分了解患者的想法，尊

重患者的实想法，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2）人文关怀护理：由于重症监护室内患者免

疫力稍低，故护士需注意预防患者出现感染的情况。

针对各种管理的患者，需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如

护士需对患者进行中心静脉管维护，定期更换导管

贴片，检查管道是否顺畅、固定等情况。病房内要

定期由专业人员为其消毒和清扫，防止细菌滋生和

控制外来人员的探视人数，以免造成院内感染事件

发生。在临床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一项护理服务都应

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在床边和治疗车上应该用提前

准备好的消毒剂清洁双手，做到严格消毒。所使用

的器材和器具都应密封无菌的运送，严禁污染事件

发生。护士帮助患者更换体位，按照医嘱为患者定

期使用抗生素来减轻呼吸道、泌尿系统等诸多类型

的感染，清理其口腔分泌物。对患者展开健康宣教

工作，让患者本人认识到保证清洁卫生的重要性，

时刻配合临床人员清理创口卫生。并保证床铺干净

整洁，以免造成感染。 

（3）对护士进行培训以及考核：科室需对护士

进行定期的考核工作，以此规范护士的实际操作能

力，将人文关怀等相关内容传输给护士，让护士为

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将患者作为服务中心，

充分尊重患者。 
（4）护士需保证病室内的环境舒适、安静，让

患者在病室内放松身心。同时，病室内的温湿度适

宜，定期消毒，保证空气清新。 
（5）心理护理：因重症监护室内患者的病情稍

重，故患者极易出现不良情绪，不利于患者康复，

显著降低患者的依从性。此时，护士需根据患者的

性格特点，对患者进行合理的干预，与患者进行积

极的沟通，耐心回答患者的问题，对患者进行心理

疏导，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以及照顾，显著纾解患

者的不良情绪。同时，科室还可以将疾病、人文关

怀、护患沟通作为切入点，组织护士定期进行小组

讨论学习，让其从患者角度看待疾病治疗，切身处

地实现换位思考的工作，并根据实际感受，发现工

作中的不足之处，及时改进护理工作，提升护理服

务质量，满足患者的需求。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利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总分

共计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80 分）、一般满意

（≥60 分）与不满意（＜60 分）。非常满意+一般

满意为总满意度。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生

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神健康四个方面，

每项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对比干预前后两组心理状态，采用焦虑量表和

抑郁量表评分，分数越低则患者情绪状态越好。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

（n/%）表示，χ2
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

准差（ sx ± ）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满意度 
实验组满意度比对照组更高，P＜0.05。见表 1。 
2.2 生活质量 
实验组生理功能为（92.75±4.31）分、情感职

能为（83.04±6.71）分、社会功能为（88.25±4.25）
分、精神健康为（80.45±6.88）分，对照组生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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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84.22±7.56）分、情感职能为（63.47±15.35）
分、社会功能为（72.57±5.68）分、精神健康为（69.74
±8.68）分，故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T
为 5.3688、6.3984、12.1064、5.2963，P＜0.05。 

2.3 不良情绪 
干预前，实验组焦虑评分为（36.01±4.05）、

抑郁评分为（39.10±3.56），对照组干预前焦虑评

分为（35.52±4.16）、抑郁评分为（38.27±3.69），

T 为 0.4623、0.8866，P＞0.05。干预后，实验组焦

虑评分为（11.11±2.12）、抑郁评分 为（12.33±1.57），
对照组干预后焦虑评分为（19.39±3.26）、抑郁评

分为（19.12±2.28），T 为 11.6624、13.4345，P＜
0.05。 

表 1  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30 9（30%） 11（36%） 10（33%） 20（66.67%） 

对照组 30 18（60%） 9（30%） 3（10%） 27（90%） 

χ2
值 - - - - 4.8118 

P 值 - - - - 0.0282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作为治疗危重症患者的关键场所，

对患者实施治疗、康复以及护理等措施，均能在病

室内完成[4]。同时，重症监护室还为昏迷、病危的

患者提供良好的设备以及隔离场所，可以为患者提

高高质量的诊疗服务，促进患者迅速恢复健康[5]。

护士对患者实施护理的过程中，需要将患者的情况

作为关键，充分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维护患者的

隐私以及知情权，尊重患者的想法以及人格，为患

者的生命负责[6]。护士还需注意提高自身的素养，

强化各项实践能力，改善自身的不足，为患者提高

高质量的护理服务[7]。人文关怀是一种具有艺术、

创造性的整体护理措施，其是整体护理的补充以及

拓展，人文关怀最初强调是将患者作为中心，以爱

与耐心贯穿整体护理内[8]。随着各个医院逐渐开展

实施优质护理，人文关怀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9]。

人文关怀护理用于重症监护室护理中后，能够使护

理模式更加规范，其护理服务更偏向患者，落实一

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理念，并在为患者提供

服务时，态度更加温柔和有耐心，这对患者来说，

不但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还提高了整体护理质量
[10]。同时，将人文关怀用于重症监护室患者护理内，

还能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降低医患纠纷，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重症监护室

护理过程中，护士地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可以纾解

患者的紧张情绪，给予患者人格的尊重以及保护，

并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病室环境，为后期的治疗创造

有利条件。此外，护士通过定期的培训、考核，尅

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操作，

显著提升临床操作技能，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服务，以此满足患者的需求，充分发挥出人文关怀

的作用。 
综上所述，将人文关怀用于重症监护室内，可

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负性情绪，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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