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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及亲情化护理对重症护理效果影响 

覃玉麟 

重庆市开州区中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细节及亲情化护理对重症护理效果影响。方法 实验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重症疾病前来我院进行住院治疗的病人进行调研，参与本次调研的均接受护理，按照护理举措进行分组，

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方案进行命名，分别为常规组、研究组。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

护理，研究组则采用细节及亲情化护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结果 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

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结论 细节及亲情化护理在

重症病人护理中的效果显著，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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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etail and family friendly nursing on intensive care 

Yulin Qin 

Kaizhou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ongq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etail and family nursing on intensive ca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the experiment selected 88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inpatient treatment due to 
severe diseases for investigation. All the pati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received nursing car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nursing measures, and 4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lan,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study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the detailed and affectionate nursing.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nursing schemes.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latter was high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detail and family friendl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severe patients is remarkable. This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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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疾病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疾病，此疾病较

为特殊，大多数疾病都具备致残率高、致死率高的特

点，疾病在治疗期间会严重降低病人生活质量，给病

人情绪反应带来影响，导致病人情绪反应更加低落，

给治疗效果带来严重的影响与威胁，进而增加致残率、

致死率，给病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与威胁。据

有关资料证实，最近几年因重症疾病就诊与我科室病

人有所增加。为了使病人获取到最为优质的临床服务，

在重症病人治疗期间，还应搭配护理，才能做好从细

节处的护理，降低致残率、死亡率。通常情况下，临

床常用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虽然

有效，但作用不太理想。为了提高护理实施效果，我

科室采用了细节及亲情化护理方案。为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期间选择 88例因重症疾病前来我院进行住院治疗的病

人进行调研，具体实施情况、结果分析，见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重症疾病前来我院进行住院治疗的病人进行调

研，参与本次调研的均接受护理，按照护理举措进行

分组，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方案进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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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常规组、研究组。常规组：n=44 例，男者：n=22
例、女者：n=22 例，年龄在 31 岁至 70 岁之间，中位

年龄为 50.25 岁。研究组：n=44 例，男者：n=21 例、

女者：n=23，年龄在 32 岁至 70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50.32 岁。本次实验均在病人、病人家属知情且同意情

况下进行，所有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最后，实验须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 
1.2 实验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即为

疾病基础护理等。 
研究组则采用细节及亲情化护理，具体如下：（1）

组建护理小组：小组成员为我科室重点培养的护理成

员，小组成员入组以后均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培训后

对小组成员实施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对病人实

施护理。（2）细节护理：在重症病人护理中，如果病

人隐私位置都穿刺、气管插管等操作，要充分暴露病

人体表，为此护理人员要使用清洁后、消毒后的干净

毛巾为病人隐私部位遮挡，保护病人隐私位置。（3）
针对性心理干预，重症病人入院后，会受到外界因素

的影响，进而给病人情绪反应带来影响，大多数病人

在接触到陌生环境而产生抵触的情绪反应，进而诱发

与导致病人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给病人

治疗效果造成影响，基于此护理人员每日都应与病人

沟通，对病人实施心理疏导、心理宣教，使病人能够

以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治疗。（4）家属配合：在日常

护理护理人员要向病人家属普及对病人实施亲情干预

的重要性，告知病人在探望病人时要多说一些鼓励性

语言、赞赏性语言、表扬性语言等，不要告知病人住

院花费、治疗费用以及传播消极情绪的语言。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将对比护理结果。（1）护理满意评分结

果：向病人或病人家属发放调研问卷，此问卷为我科

室自设问卷，总得分值为百分，得分越高证明病人或

病人家属对于本次护理越为满意。（2）生活质量：从

护理前、护理后评价病人精神状态、情感交流、饮食

生活、躯体功能。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生活质量越

好。（3）护理依从性评分：护理人员对病人进行评价，

总得分值越高说明病人护理配合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处理

数据，正态计量数据用“Mean±SD”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44 例病人，向病人或病人家属发放 44

份有效问卷，经统计病人或病人家属满意本次护理，

评分结果为 80.25±1.26 分；研究组：n=44 例病人，向

病人或病人家属发放 44 份有效问卷，经统计病人或病

人家属十分满意本次护理，评分结果为 90.15±1.15分，

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2 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对照 
2.2.1 护理前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对照 
常规组：病人精神状态评分为 61.55±4.39 分、情

感交流评分为 52.55±5.39 分、饮食生活评分为 59.42
±5.15 分、躯体功能评分为 71.65±4.05 分；研究组：

病人精神状态评分为 61.54±4.38 分、情感交流评分为

52.54±5.38 分、饮食生活评分为 59.41±5.14 分、躯体

功能评分为 71.64±4.04 分，护理前常规组与研究组精

神状态评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评分、躯体功

能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2.2.2 护理后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对照 
常规组：病人精神状态评分为 70.17±5.29 分、情

感交流评分为 61.59±4.31 分、饮食生活评分为 73.15
±5.12 分、躯体功能评分为 81.49±5.16 分；研究组：

病人精神状态评分为 81.27±6.28 分、情感交流评分为

69.18±6.32 分、饮食生活评分为 86.51±6.21 分、躯体

功能评分为 88.31±6.21 分，护理后常规组精神状态评

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评分、躯体功能评分有

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护

理后研究组精神状态评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

评分、躯体功能评分有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

差异，（P<0.05）。虽然常规组、研究组各项评分结

果改善，但常规精神状态评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

生活评分、躯体功能评分均低于研究组，相比有一定

差异，（P<0.05）。 
2.3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配合程度对照 
常规组：n=44 例病人，对病人进行评价，病人能

够配合护理，给予（70.59±1.21）分护理评分；研究

组：n=44 例病人，对病人进行评价，病人能够配合护

理，给予（79.98±1.32）分护理评分。常规组护理依

从性评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依从性评分结果对照前者

较低、后者高，经对照差异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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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重症是临床常见疾病，此疾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

点，据临床不完全收集与统计资料证实，最近几年因

重症前来我院进行就诊的病人呈逐年增高趋势。重症

疾病特殊，在临床治疗中稍有不甚将给病人生命安全

造成直接的影响与威胁。 
重症在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以护理干预

为辅，有效的治疗可改善临床症状，保证病人生命安

全，但同时配合护理，可提高治疗效果。通常情况下，

临床常用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虽

然有效，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病人以及病人

家属对于护理质量要求的提升、护理需求的增多，进

而导致传统常规护理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病人、病人家

属对于护理的需求。基于上述情况，我科室采用了细

节护理与亲情化护理联合应用方式。细节护理、亲情

化护理均属于新型护理方案，其中细节护理在实施期

间更加关注微小细节，可改善病人对于环境的抵触感，

负性心理情绪反应等，使病人能够以乐观向上的心态

面对治疗与护理，从而提高护理治疗配合程度。在配

合亲情化护理，使病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属、亲友的

关心，从而树立治疗信息，提升“活着”的信念。 
本次调研结果证实：（1）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

果与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

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2）治疗前常规组

与研究组精神状态评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评

分、躯体功能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常规组精神状态评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

活评分、躯体功能评分有所提高，与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精神状态评分、

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评分、躯体功能评分有所提

高，与治疗前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虽然常

规组、研究组各项评分结果改善，但常规精神状态评

分、情感交流评分、饮食生活评分、躯体功能评分均

低于研究组，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3）常

规组护理依从性评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依从性评分结

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经对照差异明显（P<0.05）。
本次调研结果证实研究苏做采用护理方案更为理想。 

综上所述，细节及亲情化护理在重症病人护理中

的效果显著，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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