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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 ICU重症护理工作中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 
谢丹凤 

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目的  对 ICU重症患者在护理的过程中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探究该护理模式的具体应用价值，为临床护理工作提

供参考依据。方法  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 ICU 收治的重症患者中抽取出 64 例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患者在随

机的原则下进行分组，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仅给予常规的护理方法，而观

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统计与对比。结果  在护

理满意度上，观察组达到了 93.75%，对照组为 78.13%，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并

发症发生率上，观察组仅为 3.13%，对照组为 31.25%，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

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应用在 ICU重症监护患者中能够收到满意的效果，患者的并发症大大减少，对于患者的恢复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ICU；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满意度；并发症；恢复 

 

ICU 是医院的特殊科室，收治的患者都处于较为危重的

病情中，且患者的基本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发生感染的概率

高于其他科室。因此，对于 ICU 重症患者做好护理是非常重

要的。常规的护理措施指的是为患者实施基础性的护理，难

以满足重症患者的需求。因此，应寻求更加全面、系统的护

理模式，从各个角度出发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满足

患者的更多需求，减少感染的发生
[1,2]

。为了深入探究综合性

护理干预措施在 ICU 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选取了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 ICU 收治的重症患者 64 例

作为研究样本，并采取分组对照的方式进行对比，具体情况

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 ICU 收治的重症

患者 64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男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34 例，患者的最大年龄为 67 岁，最小年龄为 25 岁。所有入

选的患者均同意接受治疗且无精神异常。将所有患者在随机

的原则下进行分组，其中的 32 例患者为对照组，另外的 32

例患者为观察组，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差

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32 例患者在治疗期间按照常规的护理方法

进行护理，随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加强与患者的主动沟

通交流，在心理上对患者进行疏导，减轻患者焦虑、紧张等

不良情绪，使得患者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接受治疗，

配合护理操作。而观察组中的 32 例患者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实施综合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常规护理方法同于对照组。

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严密监测患者的生

命体征指数变化情况，并做好详细的记录，强化对患者的心

理护理
[3]
，在精神上对患者给予支持，做好患者的引导，使

其能够树立起积极乐观的心态，有足够的信心来战胜疾病
[4]
。

同时，对患者进行卫生护理，定时对患者的双手进行消毒处

理，定时为患者更换床单、被罩及衣物，保持床单元的整洁

及患者自身的卫生。遇到患者咳嗽时应及时将痰液吸出，清

除呼吸道的黏液，在对患者进行以上操作时应处于无菌环境

下
[5]
。另外，对于 ICU 患者还需要在饮食上进行护理，按照

家属提供的患者的饮食习惯为其制定出合理的膳食计划，并

为患者提供科学的饮食。最大限度地减少监护器对患者产生

的噪音影响，让患者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接受治疗。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统计与对比。

其中护理满意度使用调查问卷对患者的服务态度、服务行为、

服务质量进行评分，根据患者的评分依次分为非常满意、一

般满意、不满意，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率与一般满意率之和。

并发症包括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及切口感染。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满意度

及并发症发生率均记为计数资料，表示方法为（%），检验方

法为χ
2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非常满意例数与一般满意例数均多于对照组，护

理满意度达到了 93.75%，对照组为 78.13%，组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情况 

观察组 32 20（62.50） 10（31.25） 2（6.25） 30（93.75） 

对照组 32 16（50.00） 9（28.13） 7（21.88） 25（78.13） 

χ
2
 - - - - 9.815 

P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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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中仅有 1 例出现并发症，为切口感染病例，发生

率仅为 3.13%，对照组中共有 10 例出现并发症，包括呼吸道

感染、皮肤感染及切口感染，发生率为 31.25%，观察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呼吸道感染 皮肤感染 切口感染 总发生情况 

观察组 32 0（0.00） 0（0.00） 1（3.13） 1（3.13） 

对照组 32 3（9.38） 5（15.63） 2（6.25） 10（31.25） 

χ
2
 - - - - 9.7125 

P - - - - <0.05 

 

3 讨论 

ICU 内收治的患者均病情危重，且发生感染的概率较高，

也就导致该科室的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也存在繁杂的

特点。仅对患者实施一般的常规护理显然不能达到满意的效

果。因此，需要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综合护理措施，需要从

多个角度实施，让患者身心俱佳。首先应在心理上多支持患

者，消除患者恐惧、紧张的心理，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消除陌生环境及治疗器械对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王永吉
[6]

在《心理护理干预实施在 ICU 重症护理护理中的效果探讨》

中提出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对于 ICU 重症患者的治疗及恢复有

积极意义。其次，ICU 护理人员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护理操作

技能，规范每一步操作，用自身高超的技术来对患者实施护

理，从而在整体上减少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及切口感染的

发生。同时，还需要在饮食上对患者进行指导，制定饮食计

划后坚持实施，控制和优化患者的饮食结构。另外，需要为

患者提供舒适的病房环境，减少噪音干扰，为患者提供更加

充足的休息时间。肖雅君
[7]
在《综合护理干预在 ICU 重症护

理中的效果研究》得出，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在 ICU 重症患

者中的应用有较高的价值。 

本研究中观察组 32 例患者实施了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

护理满意度达到了 93.75%，并发症发生率仅为 3.13%，而对

照组实施的是常规的护理方法，护理满意度为 78.13%，并发

症发生率为 31.25%，两组对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并发

症发生率更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刘情
[8]
对 ICU 患者

实施综合性护理措施得出的结果为，实施综合护理措施的小

组满意度更高，且并发症更少，与本研究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将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应用在 ICU 重症患者

中能够收到显著的效果，患者的满意度更高，并发症发生率

更低，能够在科室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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