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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 ICU 护理中心理护理作用分析

张春艳

河北省易县医院 河北 易县 0742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重症急性胰腺炎 ICU护理中心理干预护理的价值。方法：选取了 2022年 1月到 2022年 12月，

我院收治的 78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39）和观察组（n=39），
观察组进行心理干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等。结果：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

评分无显著差异（P ＞ 0.05），干预后两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干预前（P<0.05），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5/39）12.82%，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39）2.56%，两组并发症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x2=6.793，P=0.016）；两组住院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重症急性胰腺炎 ICU 护

理中，加强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心理不良情绪，预防各种并发症发生，临床运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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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ICU 
Care for Acute Pancreatitis
Chunya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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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nursing in ICU nursing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39)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9).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5/39) 12.82%, and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39) 2.56%.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 2=6.793, P=0.016);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ICU nursing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psychological mood and prevent various complications, which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CU; Anxious

胰腺炎属于是临床常见疾病，其指的是因胰酶被异

常激活导致的消化自身胰腺组织的疾病，患者发病后会

出现胰腺充血、水肿和坏死等症状，疾病的主要体现为

发热、呕吐、腹胀等，通过对患者进行实验室检验，会

发现患者的血尿等含量上升，疾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患者可能出现血压下降和腹腔充血等临床症状 [1-2]。如

果患者的血糖异常升高，或者钾、镁等指标降低，就说

明患者可能发生重症急性胰腺炎，此时患者的死亡率会

显著上升。患者一旦发生疾病，就需要及时进行救治和

护理，以此来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但是许多患者在实

施 ICU 治疗的时候，会因为病情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

响，导致病人情绪异常，为了实现改善病人不良心理状

态的目的，需要给予本研究对象心理护理干预。本研究

重在分析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病情控制中心理护理的价

值，研究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了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78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

法，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39）和观察组（n=39），

其 中 对 照 组： 年 龄 区 间 为 25-69 岁， 平 均 年 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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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6±3.85）岁，发病原因：胆源性 12 例、脂源性 8 例、

暴饮暴食 7 例、酗酒 12 例；观察组：年龄区间为 26-68

岁，平均年龄为（60.35±3.88）岁，发病原因：胆源性

13 例、脂源性 7 例、暴饮暴食 5 例、酗酒 14 例，两组

一般资料同质化（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 / 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病人的基线资料较完善；②病人与重症急性胰腺

炎的诊断标准一致；③本次研究情况病人知晓，对相关

情况签署知情统一认可书，医院在知情情况下进行伦理

批准（伦理批号 20217066）；④病人对研究相关资料知晓。

1.2.2 排除标准

①患者患有精神疾病；②患者存在免疫系统疾病；

③患者存在恶性肿瘤；④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1.2.3 脱落与剔除标准

①患者临床资料不齐全；②患者主动提出结束研究；

③病人死亡。

1.3 方法

对照组利用干预方式为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应该基

于病人实际情况，为其开展针对性护理，根据疾病状况

做好记录，饮食中注意营养配比，获得病人家属理解。

观察组进行心理干预，首先，护理人员要针对患者

疾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重症急性胰腺炎具有发病速

度快、发病急等特点，许多患者没有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会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其会担心疾病的恶

化，会担心呼吸机后自主呼吸问题；还有部分患者与亲

属隔离，独自居住，所以其会产生敏感和焦虑等情绪，

从而因为负面情绪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加重了负面情

绪的发展。其次，需要针对患者疾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

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对策：①护理人员可以针对性的将治

疗仪器的噪音降低，积极与患者沟通，增加与患者相处

的机会，耐心回答患者的疑问，降低患者的治疗压力，

有效的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②可以积极为患者讲解关

于疾病的知识，增加患者对疾病的了解，让患者全面的

了解疾病发病机制，让患者了解疾病的预后，增加患者

疾病恢复的信心，实现对不良情绪的改善。③护理人员

可以利用柔和的语言对患者进行安慰，提升患者的求生

欲望，缓解患者的孤独感，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家人以外

的关心，唤起其疾病干预希望。④护理人员要重视与患

者的非语言交流，在患者病情加重后，护理人员要从身

体姿势、表情、神态等方面表现出对患者的重视，增加

患者的疾病干预信心，提升疾病干预效果。⑤加强对患

者的并发症护理，并发症护理对于重症胰腺炎患者来说

非常关键，护理过程中需要严格进行穿戴防护，降低患

者的院内感染概率，详细对患者的腹痛频率和次数等进

行记录，然后及时发现腹膜炎，及时做好相关血清学检

查，提升护理干预的有效性，规避患者发生器官衰竭的

风险。

1.4 观察指标

（1）比对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利用 HAMD 评分

量表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评估，内容包括 17 项，

其中 17 分之内为轻度抑郁，17-24 分为中度抑郁，24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情况越严重。

（2）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包括消化道出血、急

性肾衰竭、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等。

（3）对比两组住院相关指标：包括住院时间、总

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软件为 SPSS25.0，对于计数资料的体现利

用百分比，利用 X2 体现结果；计量资料通过平均数 ±

标准差呈现，t 检验代表数据计算结果，如果 P<0.05 说

明数据存在计算价值。

2 结果

2.1 比对两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无显著差异（P ＞ 0.05），

干预后两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干预前（P<0.05），观

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 sx ± ，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9 27.52±5.46 16.01±2.23 24.25±4.35 18.28±3.24

观察组 39 27.64±5.52 14.24±2.75 24.33±4.33 16.26±3.24

t 0.097 3.122 0.081 2.753

p 0.923 0.003 0.935 0.007

2.2 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

对照组发生消化道出血 1 例，急性肾衰竭 2 例，心

力衰竭 2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5/39）12.82%，观察组

发生呼吸衰竭 1 例，发生率为（1/39）2.56%，两组并发

症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6.793，P=0.016）。

2.3 比对两组并发症情况

对照组住院时间为（5.31±1.35）d，总住院时间为

（21.23±3.22）d， 住 院 费 用 为（10.31±3.14） 万 元；

观察组为（3.72±0.54）d，总住院时间为（18.27±4.24）

d，住院费用为（7.82±2.31）万元，两组住院指标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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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作为临床常见的消化内科疾病，其

具有发病急、疾病发生迅速等特点，该疾病主要通过实

验室检查发现，如果检查发现患者的实验室血、尿等指

标都显著高于正常水平，说明患者患有重症急性胰腺炎
[3-4]。如果通过检查发现医学影像胰周广泛性坏死、脓

肿等，说明患者存在多器官功能衰竭，此时患者的死亡

率会显著升高，所以该疾病的发生需要引起重视。重症

急性胰腺炎患者即使通过有效的疾病治疗存活以后，也

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胰腺功能不全，从而使患者的生活

质量受到影响。往往患者在疾病发作后，其身体的疼痛

较为明显，再加上疾病发生的十分突然，因此其在进行

ICU 治疗中，应循证亲属隔离原则，帮助病人攻克心理

障碍，预防应激情况发生，避免影响到疾病恢复，因此

加强对患者的心理干预十分必要。常规的干预虽然能够

改善患者的心理焦虑、抑郁等情绪，但是干预效果不是

十分理想，所以需要分析心理护理干预的价值。

心理护理作为一种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将其利用

在重症胰腺炎患者情绪状态改善中，能够促进病人的心

理状态改变。因为患者在发病后，会受到来自环境、外

界因素和身体不适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患者的病情发展

存在较大的未知性，部分患者在疾病的影响下，会产生

恐慌、孤独等感受，从而使疾病的干预效率受到影响 [5-6]。

从多种方面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得

到改善。通过多种角度开展对患者不良情绪的疏导，使

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得到改善，保证患者在积极的接受

疾病干预的过程中，能够稳定心理状态，在降低心理方

面应激症状的同时，实现提升患者生理指标的目的，让

患者的身体状态始终保持在康复水平，将并发症的发生

可能降到最低，有效的促进患者的预后，提升患者的疾

病干预效果 [7-8]。通过该护理方法因为涉及到的医疗资

源较少，所以产生的住院治疗费用相对降低，所以其能

够有效的将患者的经济压力降低，缩短患者的疾病干预

时间。从某种角度来看，重症急性胰腺炎在疾病治疗干

预过程中，其因为环境陌生、身体疼痛等不良因素的影

响，可能导致患者产生不良的心理问题，从而使患者的

内分泌水平受到影响，所以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心理

护理，能够积极有效的对患者产生的不良情绪展开针对

性梳理，导致病人出现焦虑、抑郁方面的不良情，改善

整体机体状况，使病人经济压力降低，该护理方法推广

和临床的利用价值较为显著 [9-10]。本研究发现 , 护理前

对照、观察两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差异不明显（P ＞ 0.05），

干预后观察、对照两组的焦虑、抑郁评分比干预前低，

这就充分体现出将心理干预利用在本研究所示疾病干预

中，便于缓解病人心理情绪，使焦虑、抑郁状态消除；

对照组并发症率比观察组高，两组并发症率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这就充分说明在疾病干预中利用心理护理方

法，从根本上实现并发症控制的目的，让患者的疾病更

加稳定；两组住院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疾病

干预中利用心理护理，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

促进疾病恢复。

综上所述，在开展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ICU 护理

过程中利用心理护理，便于稳定病情，实现对焦虑、抑

郁状况的疏导，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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