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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 ICU 重症监护清醒患者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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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在 ICU 重症监护清醒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ICU 清醒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

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通过心理分析后进行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评分。

结果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在 ICU 接受治疗的清醒患者，在对其进行

心理分析之后运用更加优质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患者的心理状态更加稳定，应该得到临床的大力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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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 ICU 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患者来说，其病情发展较为

复杂，患者自身机体的抵抗能力也不佳，在治疗的过程中发

生并发症的概率较高，会增加对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威胁 [1]。

同时患者的情绪并不稳定，导致患者的治疗进度无法按照计

划进行，需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整并对患者实施更加

优质的护理工作，提高治疗的效果 [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6 月我院 ICU 清醒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对照组男：

女 17：18，年龄 21 岁至 75 岁之间，平均（51.48±7.64）

岁 ; 观察组男：女 19：16，年龄 20 岁至 74 岁之间，平均

（51.67±7.46）岁。将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进行对比，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的常规护理模式，主要对患者的身体体征进

行严格的检查，将其变化进行仔细记录等。

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心理分析之后进行综合护理，其具体

内容如下：（1）心理分析：患者因为疾病的产生，有些时候

并不能够直接面对以及承认自己的病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

击，加之不能让情绪得到较好的疏导，导致患者容易发生严重

的焦虑或者是抑郁等负面的情绪。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

心理状况的疏导工作，对其情况进行一个评估。（2）综合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保证患者所处患者的干净整洁，保持良好的通

风状态，并保护好患者的隐私。患者因为处于 ICU 监护病房，

家属不能在旁进行监护，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

通，让患者的需求能够及时得到解决，让患者能够更加放松。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让患者了解所患疾病的相关知

识，并对患者讲述一些成功治愈的患者案例，让患者能够有

信心去进行治疗。对患者的身体体征的变化进行随时的监护，

如果有异常情况需要立即进行处理。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心理状况评分，心理状况评

分通过焦虑自评表（SAS）和抑郁自评表（SDS）进行调查，

分值越高患者的心理情况越不理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χ±s）表示，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情况评分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情况评分（χ±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观察组 35 43.74±4.84 39.47±3.06

对照组 35 53.69±5.87 46.57±4.15

t 7.737 8.146

P 0.000 0.000

3　讨论

重症ICU病房在所有的医院科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该病房的主要是对发生了危及重症的患者进行相应治疗的科

室。在该病房中，对于处于清醒状态的患者来说，其身心都

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心理压力加重，继而产生并发症的概率

也得到了增加。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

与了解，帮助患者能够平复情绪，积极得面对治疗。综合护

理则是一种较为新兴的护理工作模式，这种护理工作模式是

在科学的理论上进行的相关护理措施，护理工作的重心侧重

于患者的状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变化，更改相应的护理

工作措施，让患者能够接受到更加全面更有效的护理，将护

理工作的质量进行了提升 [3]。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

经过心理分析后，对患者进行综合护理，患者的心理情绪更

加稳定，能够更加积极的面对疾病治疗。

综上所述，对于在 ICU 接受治疗的清醒患者，在对其进

行心理分析之后运用更加优质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患者的

心理状态更加稳定，拥有更加理想的治疗效果，应该得到临

床的大力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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