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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干预在ICU 危重患者上下肢动脉压监测效果研究

王雪王美霞晁益敏

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陕西榆林719000

【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讨论循证护理干预对于ICU危重患者上下肢动脉压的监测效果。方法：本次试验选取本科室

2022年3月至2023年4月的60例ICU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

预，观察组采取循证护理干预。并对两组患者的动脉血压进行对比。 结果： 从结果上看，观察组动脉血压评分显著优于对

照组，对比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循证干预针对ICU危重患者的动脉压监测效果良好。同时，循证干

预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治疗有效性，值得在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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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on Monitoring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Pressure in Critically I Patients in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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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monitoring ofupper and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pressure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CU.Methods: In this study, 60 ICU patients fromMarch 2022 to April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usu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terms of results, the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trast was significant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has a good effect on arterial pressure monitoring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CU.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patients'treatment, which is worthy ofvigorous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pressur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ICU; Evidence-based care;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临床中血压指标是观察患者身体状况变化的重要指标，

身体状况在不同阶段的人群血压的变化是不同的。通过对

患者动脉压的监测，可以发现患者机体变化情况。 ICU (重

症监护室)是医院重要的科室之一 [],ICU 收治患者一般

情况下多脏器功能发生障碍，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影

响疾病的发展。因此，在临床中对于ICU 患者实施良好的

干预措施是保证患者在ICU 期间机体延缓恶化或改善临床

症状的有效措施之一。基于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很好地

为患者提供护理方案、治疗方案等。有研究表示[],循

证护理对于ICU 患者的动脉压情况具有较好的监测及改善

效果。循证护理指将科研理论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对患者

实施疾病干预的一种临床干预模式。基于对循证干预针对

ICU 患者动脉压的监测等效果，本次研究选择本科室60例

ICU 患者参与试验，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试验选取本科室2022年3月至2023年4月的60

例ICU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30例。男性患者17例、女性患者13例。

其中，心脑血管疾病11例、肝脏疾病8例、其他疾病11

例。患者年龄在58-8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62±2.43)

岁；观察组30例。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14例。其中，

心脑血管疾病12例、肝脏疾病6例、其他疾病12例。患

者年龄在55-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2.43±1.09)岁。患

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可进行比较 (P

>0.05)。本次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存在危急症状；②患者临床资料完善；③患

者智力正常；排除标准：①患者参与试验前本人或患者家

属不知情；②患者本人或患者家属未签署知情同意书；③

患者患有先天性的智力障碍。

1.2试验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

对照组采取常规干预，具体事项如下：①护理人员在

患者住进ICU 病房后，对患者的临床各项指标进行密切监

测，并详细记录患者的指标变化情况，发现异常时及时报

告主治医生；②详细记录患者的血压变化情况，尤其是对

于动脉血压的监测。

1.2.2观察组采取循证干预

观察组实施循证干预，具体内容如下：①成立循证干
预小组，小组成员包括经验丰富的临床ICU 医师2名，经
验丰富的临床ICU 护理人员5名；②在小组成立后，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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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详细了解，结合临床经验，针对不

同患者的病情实施循证干预；③护理人员在对患者实施针

对性循证干预前，全面掌握患者的疾病状况，心理状况等

信息，及时分析当前临床护理工作存在的不足，根据患者

个人的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的循证干预方案；④护理人

员与患者进行交流时，采取亲切的语言进行交流。同时，

在干预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及时给予

安抚等心理指导，将治疗成功的案例介绍给患者，增强患

者面对疾病的治疗自信心，防止患者因为负面情绪严重导

致血压异常，加重疾病的恶化程度；⑤对血压变化情况的

观察，可以确保患者24小时发生任何血压变化情况时，都

能及时得到治疗；⑥护理人员密切关注患者血压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有持续性血压偏高的患者要根据医嘱监督患者及

时采取治疗，护理人员对患者采取药物治疗或其他方式治

疗时的不良反应进行密切观察，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上

报主治医生，采取应急措施治疗；⑦护理人员通过上下肢

动脉血压的监测对患者的血压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

比的方式，确保患者在发生任何血压变化的情况时，都可

以及时得到救治。同时，护理人员在密切关注患者上下动

脉血压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出现持续性血压偏高或者

偏低的情形，要及时采取救治措施，使用药物治疗或其他

治疗方式对该情况进行及时救治。在治疗过程中，对不良

反应进行密切观察，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上报医师，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⑧备好患者所需要的生活物品和药品

等，适时调整患者的躺姿，避免患者出现呼吸不畅等情况。

如果发现患者出现呼吸不畅等不良反应时，及时对呼吸道

分泌物进行清除；⑨记录患者的排尿量，排尿异常时及时

报告主治医生。对于插管引流的患者将引流量进行记录，

根据患者病情分析引流量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对于使用呼

吸机的患者，实时观察呼吸机的参数设置，如果出现报警

等异常情况，要尽快进行处理，避免患者出现生命危险；

⑩保持病房内安静，确保患者处于舒适的环境。

1.3评价标准

本次循证干预针对ICU 重症患者动脉压监测试验评

价标准为：比较两组患者采取不同护理方式后的动脉血压

监测情况，动脉血压越趋近于符合患者临床症状表现的血

压范围，说明干预效果越好。其中，以正常人群的动脉血

压作为监测参考：下肢动脉血压其正常值为收缩压120-

160mmHg, 舒张压90-120mmHg; 上肢正常的舒张压是

60-90mmHg, 收缩压是90-140mmHg。

1.4统计方法

本次循证干预ICU 危重患者动脉压监测情况试验中，
全程采用统计学分析专业软件SPSS22.0进行分析。对于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比表示，采用X²表示检验结果，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检验结果用t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结果

本次试验通过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对比，发现采取
循证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动脉压监测数据优于对照组，两组
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的数据如表1。

表1对照组与观察组上下肢动脉压监测数据对比('x±s)

组别 例数
上肢动脉压(mmHg) 下肢动脉压(mmHg)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观察组 30 72.57±0.21 58.19±0.13 101.05±5.12 82.41±2.53

对照组 30 65.01±0.13 47.08±1.24 89.48±3.78 75.19±3.67

t 4.127 3.206 5.179 5.297

P 0.016 0.018 0.038 0.041

3讨论

ICU 重症监护室是临床中的重要科室之一，主要收治

危急重症病人。ICU 患者的治疗较为复杂，因此临床针对

ICU 危重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尤为重要。对患者的动脉压

的监测是反映患者机体状况的有效指标[s], 因此，寻找

有效的干预措施针对ICU 危重病人的动脉压进行监测是反

映患者临床指标、提供可靠诊断治疗方案的重点。

循证干预要求护理人员在实施干预前，对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全面地了解，将科研理论知识与临床的实践经验

结合，帮助患者找出在干预过程中重点注意的问题，然后

根据患者个体化的问题通过查找文献、咨询专家等方式解
决问题，保证临床干预的效果[78]。本次试验中，本科室

实施的循证护理干预针对ICU 危重患者的动脉压的监测试
验来看，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干预后的血压改善效果显著，

趋近于正常范围。对于患者的临床舒适度等具有显著效果。
同时，循证干预的应用，减少了患者因临床治疗不舒适、

血压升高或降低监测不到位等造成的不良事件，在临床中

受到了多数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好评。同时这种循证干预的

模式，在整个护理过程中都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以临床经验结合科研理论知识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护理干

预，提升了医院关于ICU 重症监护室的护理服务工作的总

体质量评价。从结果上看，实施循证干预后的观察组在患

者上下肢动脉压监测中效果显著，较为准确地表示出患者

的上下肢动脉压情况，且血压反映的情况与患者临床的症

状表现相符。两组干预后的监测效果对比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循证干预针对ICU 危重患者的上下肢动脉

压监测效果良好。基于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很好地为患

者提供护理方案、治疗方案等。同时，循证干预的实施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治疗有效性，值得

在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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