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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加强护理对 ICU 谵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 ICU 谵妄患
者进行研究，采用奇偶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40 例）和观察组（n=40 例），予以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加强护理干预。结
果：观察组患者的疾病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心理职能、社会功能、情感功能等
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CU 谵妄患者于治疗期间接受加强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治疗效
果，改善生活质量，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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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内收治的患者病情较为严重，多会伴有多器官功能障碍，

生命安全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1]。ICU 患者在治疗期间多会出现谵
妄的并发症，这时患者会出现躁动不安、意识混乱、妄想等临床症
状，影响其疾病的治疗以及生活质量，因此需要对患者实施合理的
护理干预[2]。本文主要研究加强护理对 ICU 谵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
量的影响，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将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 ICU 谵妄
患者进行研究，采用奇偶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40 例）和观察
组（n=40 例）。 

对照组中，年龄 28-74 岁，平均（51.36±5.05）岁；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14 例。 

观察组中，年龄 29-75 岁，平均（52.27±5.09）岁；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13 例。 

组间一般资料作比较，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方法为：在对患者治疗时要积极向
患者讲解疾病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同时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进行指
导，促进病情好转。 

观察组患者接受加强护理，方法为：①以人为本的护理：在治
疗中，要始终保持以患者为中心，护理人员要保持人道主义精神和
积极的工作态度，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②心理护理：护理人员
要多与患者交流，了解其心理状态，对于出现情绪波动的患者应及
时的给予其心理安抚，使患者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③健
康教育：护理人员要积极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并给予患者合理的
健康教育，使患者减少对疾病的错误认知，以促使患者能够积极配

合治疗。④对患者生活的护理：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日常起居进行
负责，及时的帮助患者进行洗漱、更换床单、衣物等，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帮助患者排便；设置人性化的病房环境，使患者能够在
良好的环境内接受治疗；减少患者家属的看望次数，使患者能够拥
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提高身体机能。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疾病缓解率、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并作对比。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2.0 软件统计处理文中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均
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百分比（%）表述。P＜0.05
表明组间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疾病缓解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疾病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
（P<0.05）。如表 1： 

表 1 组间疾病缓解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n） 显效 有效 无效 疾病缓解率（%）

观察组 40 22 16 2 38（95.00） 
对照组 40 18 12 10 30（75.00） 

X2 -- -- -- -- 6.2745 
P -- -- -- -- 0.012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心理职能、社会功能、情感功能等生

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2： 

表 2 组间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职能 社会功能 情感功能 

观察组 40 86.64±8.47 85.39±8.33 87.18±8.53 86.92±8.48 
对照组 40 72.29±7.16 71.94±7.09 73.05±7.19 72.37±7.18 

T -- 8.1831 7.7765 8.0106 8.2818 
P --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3 讨论 
ICU 是收治危重患者的主要场所，ICU 病房内患者的身体功能

多会出现较大的损伤，进而出现多种功能障碍，对患者的生命安全
有严重威胁[3]。ICU 患者在治疗期间容易出现谵妄的并发症，对患
者的神经功能影响颇大，可导致患者出现意识混乱、胡思乱想等现
象，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因此需要对患者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加
以干预[4-5]。 

本次研究对 ICU 谵妄患者实施加强护理，能够使护理人员为患
者提供人文服务，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始终以患者为中心，兼顾患
者的心理健康，为患者提供良好的生活护理，使患者能够在良好的
环境内接受治疗，进而提升治疗效果。 

研究得出，观察组患者的疾病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
据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心理职能、社会
功能、情感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通过对 ICU 谵妄患者实施加强护理，能够有效缓解

患者的病情，提升其生活质量，值得被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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