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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重症监护室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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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 观察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应用于急诊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随机划分本院接收的 64 例重症监护室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各 32 例，给予对照组者常规护理，给予观察组人文关怀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各项评分。结果 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是 81.25%，

明显低于观察组，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以及睡眠质量评分均高于观察组，组间对比，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重症监护室患者采取人文关怀护理模式，有利于改善患者不良情绪，保证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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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急诊重症监护室主要负责收治危重症患者，在该场所
中需保证护理质量。急诊重症监护室患者具有高危病情、较快病情
变化的特点，并且与普通患者相比，急诊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心理状
态更加复杂[1]。因此，与普通病房相比，重症监护室患者的治疗与
护理难度更高，为了缓解患者的不良状态，提升护理满意度与护理
效果。本课题针对急诊重症监护室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的
效果观察进行简单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4 例重症监
护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两组，各 32 例，对照组男 16 例，女
16 例，年龄在 22 岁～73 岁，年龄的平均值为（44.5±4.8）岁。观
察组男患者 18 例，女患者 14 例，年龄在 25 岁～70 岁，年龄的平
均值为（45.3±5.1）岁。对照组与观察组所提供的资料差异较小，
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主要负责检测患者一般生
命体征，记录患者体温、血压等指标变化情况，以及患者每天的液
体出入量。在患者服用药物后，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反应进行观察，
若发生不良反应，应及时告知医生，注重保持患者的个人卫生，帮
助患者翻身拍背，避免患者引发其他相关疾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给予观察组人文关怀护理模式，患者主要因病情危急，进入重症监
护室, 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重症监护室后不允许患者家属
陪同，因而在将进入重症监护室后，会出现恐慌、焦虑等不良心理
状态，从而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很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首先，
由责任护士对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在不影响治疗
的前提下，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加强沟通，为患者提供安全感，还应
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记录，并观察患者所出现的情绪，若患者出
现不良状态，应给予安慰，并进行情绪疏导。其次，进行环境护理。
护理人员为患者提安静、舒适的病房环境，调节适宜的温度与湿度，
禁止病房内大声喧哗,充分提出患者的主体地位。重症监护室内存在
很多医疗设备，在操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声音, 不利于缓解患者的心
理负担，护理人员应在重症监护室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 分散患者
的不良状态，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 
1.3 观察指标 

①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观察。②评估两组患者抑郁程
度、焦虑程度以及睡眠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测评数据，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s）和率（%）表示，检验值分别是 t 和 x2，组间对比，差异显著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低于观察组，组间差异显著，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2 24 7 1 96.88 
对照组 32 20 6 6 81.25 

x2 4.010 
P 0.045 

2.2 对比两组患者各项评分 
治疗后，对照组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以及睡眠质量评分均高

于观察组，组间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抑郁评分、焦虑评分以及睡眠质量（ ±s，分） 

组别 例数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睡眠质量评分 
观察组 32 41.38±3.24 41.47±2.35 9.87±2.08 
对照组 32 52.45±4.56 53.28±3.87 11.32±2.46 

t 11.195 14.756 2.546 
P 0.000 0.000 0.013 

3 讨论 
重症监护室是各科危重患者治疗与护理的主要场所，室内具备

先进的医疗设施与护理技术。通常情况下，只有生命垂危的患者才
会进入到重症监护室，因此，护理人员应 24 小时监测重症监护室
患者，保证患者平稳的生命体征[2]。医学专家是在“生物-心理-社
会”的医疗模式下提出人文护理措施，该护理模式坚持着“以人文
本”的护理理念，更注重思想解放。在人文关怀护理工作中，是将
人作为一个整体，承认精神与物质的价值，工作主体从疾病治疗转
换为患者。本次实践是对重症监护室患者采取人文关怀护理模式，
由护理人员与患者加强沟通，消除患者对外部患者的陌生感，舒缓
患者存在的紧张心理与不良状态，患者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逐渐
缓解了自身的孤独感，保持着良好的就诊状态[3]。患者进入重症监
护室后, 存在着病情危重的现状, 很多患者抱有无法救治的思想，
从而对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与积极性造成影响，护理人员在与患者
交流的同时，应了解与满足患者的需求，并给予患者最大的支持与
鼓励，实现良好的医护关系，使患者对医护人员产生信任，愿意积
极配合治疗工作，不断增强自身战胜病魔的信心，有效提升患者治
疗依从性与生存质量[4]。在本次实验探究中，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
是 81.25%，明显低于观察组，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对照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以及睡眠质量评分均高于观察
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总而言之，重症监护室患者采取人文关怀护理模式，有利于增
强患者护理舒适度，保证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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