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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急诊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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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人文关怀在急诊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方法：抽取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我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并分析不同护理方式的应用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且睡眠质量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急诊重症监护室

采用人文关怀的护理方式能够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良好的调节，提高护理满意度，并且患者的睡眠质量以及临床

症状都会得到改善，加速患者的康复，使其缩短 ICU 的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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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in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cal state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leep qualit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mode adopted in the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 can make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be well regulated,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sleep quali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accelerate the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and shorten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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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重症监护室是各科室重症患者以及急症患者比

较集中的科室，进入急诊重症监护室后能够更加高效且

全面的对患者进行病情监护和治疗，更好的维持患者的

生命 [1]。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具有病情变化快、症状

复杂且危重的特点，很多患者需要采用各种仪器来维持

其生命体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睡眠状态以及精神状

态都会带来比较多的不良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水平都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对于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除了采

用高效的方式进行治疗之外，给予其更加全面的护理干

预也是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加速患者康复的关键 [2]。人

文关怀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在急诊重症监护室

的护理工作当中，用人文关怀的方式进行干预，以患者

为中心，给予患者的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全面的关注，并

展开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帮助患者提高住院期间的舒

适度，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促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精神

状态，使患者以积极的心态接受治疗，配合医护人员的

工作，从而加速其康复，缩短患者在急诊重症监护室的

住院时间 [3]。本研究针对我院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采

用人文关怀的形式展开护理干预，并分析应用效果，具

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我院急诊重症

监护室收治的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

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平均年

龄（51.67±7.33）岁，实验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

平均年龄（51.93±7.87）岁。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对患者的各项生命

体征进行监测，做好患者的皮肤清洁和护理，遵医嘱为

患者进行相关的护理操作，定期帮助患者排痰翻身等。

1.2.2 实验组患者接受人文关怀护理干预，具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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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住院环境，保持室内干净整洁，

在不影响患者治疗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一下病房内的墙面

颜色和窗帘颜色，使整个环境更加温馨。按照患者的实

际情况做好监测设备的启动和使用安排，同时注意将设

备的音量调低，减轻室内的噪音。尽量将护理操作安排

在白天进行，如需进行夜间的必要操作，则要保持动作

轻柔，不要对其他患者造成影响。患者夜间睡眠时做好

相互之间的隔断，同时将灯光调暗。护理人员平时在工

作时要做到轻声说话、轻巧走路、轻柔动作。（2）针

对意识相对清晰的患者展开心理护理，采用共情模式展

开患者的心理疏导，与患者站在同一角度对其心理状态

展开评估，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根据患者的不

同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意识状态等选择适合的

称呼以及语言模式，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保持温柔的

语气，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和理解程度，促使患者能够高

效的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可以采用一些图文结合的形

式为患者展开健康指导，让患者了解疾病的相关情况以

及积极配合治疗的重要性，同时告知患者监测仪器的主

要作用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噪音和患者出现的不适，使患

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提高患者的适应性。（3）护理

人员在对患者进行相关操作的时候要讲解此项护理操作

的目的，回答患者的疑问，同时在进行护理操作的过程

中要注意将患者与其他人员进行充分的隔离和遮挡，给

予患者充分的尊重，保护患者的隐私，减轻患者的紧张

感，同时也可以使患者对护理人员保持良好的印象，对

护理工作给予高度的认同。（4）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患

者大多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对其疼痛程度展开

分析，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对于疼痛不明显

的患者可以采用心理疗法进行，通过与患者聊天、为患

者读书或播放音乐、影片等形式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减

轻患者的痛苦，采用正确的手法为患者进行按摩来提高

患者的舒适度。疼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将镇痛药物应用到

疼痛护理当中，并结合上述方法来缓解患者的痛苦，多

种模式相结合的形式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剂量和频

率。（5）在急诊重症监护室设立临终节哀室，将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的患者转运至室内可以避免对正在救治患

者造成的影响不良影响，避免其受到刺激出现恐惧的情

绪，导致意志消沉。除此之外，对患者进行临终关怀，

给予患者生命充分的尊重，能够使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

需求得到满足。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争议，

但是临终节哀室的设置能够让家属陪伴患者走过生命的

最后时光，很大程度的能够避免相互之间产生遗憾，同

时在护理人员的全程陪伴和护理帮助下，可以降低家属

和患者的悲伤程度。 

1.3 观察指标

（1）对比护理满意度。（2）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3）对比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4.0 软件进行 t、x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更高，P ＜ 0.05。

表 1 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50） 25（50.00%） 17（34.00%） 8（16.00%） 42（84.00%）
实验组（n=50） 33（66.00%） 15（30.00%） 2（4.00%） 48（96.00%）

x2 值 - - - 4.0000
P 值 - - - 0.0455

2.2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对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展开统计学分析，具

体结果如下：

护 理 前 实 验 组 患 者 SAS（50.69±2.43） 分，SDS

（55.49±2.23）分，对照组患者 SAS（50.87±2.52）分，

SDS（55.18±2.28）分，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护 理 后 实 验 组 患 者 SAS（40.13±2.07） 分，SDS

（43.12±1.68）分，对照组患者 SAS（45.67±1.93）分，

SDS（46.85±1.26）分，组间对比结果为：SAS（t=13.8415，

P=0.0000），SDS（t=12.5596，P=0.0000），实验组患者

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P ＜ 0.05。

2.3 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对比

对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情况展开统计学分析，具

体结果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患者入睡时间（2.36±0.54）分，睡

眠时间（2.98±0.14）分，睡眠效率（2.48±0.53）分，

睡眠质量（2.72±0.42）分，安眠药物（1.97±0.49）分，

睡眠障碍（2.04±0.51）分，日间功能（2.81±0.53）分，

总分（17.83±1.62）分；

对照组患者入睡时间（2.42±0.41）分，睡眠时间

（3.03±0.23）分，睡眠效率（2.65±0.60）分，睡眠质

量（2.80±0.31）分，安眠药物（2.00±0.42）分，睡眠

障碍（2.11±0.48）分，日间功能（2.76±0.55）分，总

分（17.91±1.55）分。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入睡时间（1.42±0.59）分，睡

眠时间（1.65±0.26）分，睡眠效率（1.67±0.25）分，

睡眠质量（1.61±0.25）分，安眠药物（1.06±0.14）分，

睡眠障碍（1.23±0.28）分，日间功能（1.65±0.38）分，

总分（11.02±1.17）分；

对照组患者入睡时间（1.88±0.63）分，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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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2）分，睡眠效率（2.17±0.32）分，睡眠质

量（2.19±0.36）分，安眠药物（1.51±0.32）分，睡眠

障碍（1.80±0.39）分，日间功能（2.10±0.44）分，总

分（13.33±1.24）分。

组 间 对 比 结 果 为： 入 睡 时 间（t=3.7685，

P=0.0003）， 睡 眠 时 间（t=7.4741，P=0.0000）， 睡 眠

效 率（t=8.7065，P=0.0000）， 睡 眠 质 量（t=9.3573，

P=0.0000）， 安 眠 药 物（t=9.1100，P=0.0000）， 睡 眠

障 碍（t=8.3951，P=0.0000）， 日 间 功 能（t=5.4732，

P=0.0000），总分（t=9.5810，P=0.0000），实验组患者

睡眠质量改善优于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急诊重症监护室患者除了其身体需要承受比较严重

的病痛折磨，其心理状态也会产生不良变化，很多患者

会出现紧张、恐惧、焦虑、烦躁等情绪，严重的会产生

抑郁现象，对疾病治疗出现明显的抵触，不愿意配合医

护人员的工作，从而使其病情不断的发展和恶化 [4]。在

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当中采用人文关怀的形式进行干

预，通过对患者的身心需求展开分析并积极作出回应来

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治疗积极性。保持患者住院环境的

舒适度，除了做好室内的卫生和消毒灭菌，同样也要注

意诸多监测设备产生的噪音对患者的睡眠和休息产生影

响，尽量降低噪音和保持轻柔的护理操作能够让患者感

受到医护人员的重视，可以避免患者出现烦躁的情绪，

同时良好的睡眠环境能够使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改善，

提高患者的精神状态 [5]。对患者展开心理疏导，针对患

者的负性情绪进行干预，采用温和的语气与患者进行沟

通，并让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对其身心感觉的重视程度，

使其能及时的与护理人员倾诉其内心的情绪，以便护理

人员及时帮助其进行调整，树立患者的治疗信心，提高

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了解程度，同时，让患者意识到各种

仪器的使用能够帮助其恢复健康，缩短重症监护室的住

院时间，能够让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得到明显的提升。进

行相关护理操作时做好患者的隐私保护，患者会感受到

护理人员的尊重，给予护理工作充分的肯定和理解，同

时降低紧张感和羞耻感，促使其更加正确的配合护理工

作 [6]。给予患者疼痛充分的护理，可以避免由疼痛引起

的烦躁和焦虑情绪，通过多种方式结合的形式展开疼痛

护理，患者使用镇痛药物的频率和剂量会大幅度降低，

从而避免了镇痛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以及对患者常规治

疗产生的影响。因急诊重症监护室的患者病情通常比较

危重，因此死亡是该科室最常面对的事件，但是就诊于

急诊重症监护室的家属无法像常规病房一样能够陪在患

者身边，很容易错过患者的弥留时光 [7]。在急诊重症监

护室设立临终节哀室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患者及其家属

留下遗憾，使家属能够陪在患者身边走过生命的最后时

光。除此之外，临终节哀事的设置也可以减少死亡对重

症监护室患者造成的心理刺激，避免患者发生心理应激

反应而导致的不良事件。人文关怀不但给予患者充分的

关注和照顾，同样也为患者家属提供了良好的帮助，使

双方的心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8]。本研究中实验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

且睡眠质量高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急诊重症监护室采用人文关怀的护理方

式能够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良好的调节，提高护理满

意度，并且患者的睡眠质量以及临床症状都会得到改善，

加速患者的康复，使其缩短 ICU 的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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