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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谵妄患者进行强化护理的效果 
李悦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海淀  100000 

摘要：目的:探究 ICU谵妄患者进行强化护理的效果。方法：将 2020 年 1月-2021 年 1月我院接收的 90 例 ICU谵妄患者作为

此次研究对象。在开展研究时，将上述患者的随机划入到实验组和常规组中，每组划入 45 例患者。在对两组患者开展护理工

作时，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而实验组则予以强化护理干预，最后对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通过对研究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实验组患者的 APACHEⅡ评分较研究组低，并且该组患者的 ICU 平均监护时间较常规组

短，各项对比数据之间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对 ICU谵妄患者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中，引入强化护理

干预措施可大大提升临床护理效果，缩短患者 ICU监护时间，具有十分积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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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属于一种急性脑综合征，多出现在 ICU 患者中，会对

患者的生命安全产生极大威胁
[1]
。因此，为提高ICU患者抢救效

率，相关人员展开大量临床实践研究，最终得出强化护理干预

能够大大提升 ICU 谵妄患者的护理效果。据此，本次针对 ICU

谵妄患者进行强化护理的效果展开相应研究，并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的 90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我院接收的 ICU 谵妄患者，将上述患者编号、打乱、重组

后划至实验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45 例患者。通过对上述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常规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2:23，平均年龄为（52.13±4.56）岁，平均体重为（50.16

±2.64）kg；实验组患者男女比例为23:22，平均年龄为（52.06

±4.42）岁，平均体重为（50.33±2.46）kg。计算得出两组

数据 P值＞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可参与研究。 

1.2 方法 

在对上述两组患者开展护理工作时，常规组给予常规护

理，即严格遵守 ICU 常规护理流程进行，并对护理期间出现

的突发状况进行及时处理，以此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针对实验组患者，给予强化护理干预，具体包括：（1）

对 ICU 病房内的湿度和温度进行严格把控，确保病房内空气

新鲜、阳光充足，并做好通风处理，以此避免患者发生应激

反应。（2）护理人员要对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了解患者的

情绪和心理变化，一旦发现异常要及时疏导；同时，还需要

控制好探视人数和时间，切不可让患者过度劳累，以此降低

谵妄症状复发几率。（3）需要护理人员做好阵痛镇静强化护

理干预工作，要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确定阵痛镇静方式，并

在此期间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及客观评估。（4）

要在病房内做好隔离处理，并向同病室患者进行开导，避免

在对同病室患者进行抢救过程中刺激其他患者。（5）在 ICU

病房期间，需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密切监测，一旦出现

异常问题要及时反馈，并遵医嘱做出正确处理。（6）做好预

防感染工作，要对患者的原发病进行积极、有效治疗。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APACHEⅡ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

谵妄症状程度进行评分，包括患者的意识水平、定向力、症

状波动、睡眠质量、精神状态五项评分指标，每项 20 分，满

分 100 分，分值与谵妄症状程度成反比。 

（2）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在 ICU 监护室的监护时间，最

后对比两组患者的 ICU 平均监护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类数据，都是由最新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完成处理的。针对本研究中的计量资料，其表现形

式为均数±标准差，并通过 t 值进行验证。当 P＜0.05，则

代表对比数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谵妄症状程度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谵妄症状均有

所改善，但实验组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对比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经护理后谵妄症状（ sx  ，分） 

组别 例数 意识水平 定向力 症状波动 睡眠质量 精神状态 

实验组 45 18.16±1.50 17.16±2.13 17.65±2.01 18.10±1.45 17.16±1.56 

常规组 45 15.16±1.24 13.13±3.45 12.16±3.16 15.16±1.41 14.16±2.01 

估计值  10.341 6.668 9.834 9.751 7.91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ICU 平均监护时间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后的心理情况均有

所改善，但实验组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对比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经护理后心理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ICU 平均监护时间 

实验组 45 7.16±2.61 

常规组 45 12.16±1.07 

估计值  11.891 

P 值  0.000 

3 讨论 
据临床实践研究发现，ICU 患者极易出现谵妄症状，进

而对后续救治产生不良影响
[2]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人

员提出可通过强化护理干预改善 ICU 患者谵妄症状。 
特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通过对研究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得到：实验组患者的 APACHEⅡ评分较研究组低，并且该组
患者的 ICU 平均监护时间较常规组短，各项对比数据之间差
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可知，在对ICU 谵妄患者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中，引入
强化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改善患者的谵妄症状，以及缩短患者ICU
监护时间，使得临床护理效果得到增强，建议广泛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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