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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重症急性胰腺炎 ICU 护理中心理干预的效果
及对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作用评价

赵　月
（泸州市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目的：探究 ICU 护理中心理干预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影响效果。方法：随机甄选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8 月期在我科室收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85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依据信封随机抽取方式进行分组，对照
组 42 例开展常规护理，探究组 43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强心理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心理焦虑与抑郁评分数据。
结果：数据分析：探究组护理有效率大于对照组，心理焦虑和抑郁评分探究组小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 ＜ 0.05。结论：
ICU 护理中心理干预增强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中，不仅能够提高临床护理效率，还可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有显著的护理应用
价值，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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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是基层医院外科治疗的常见疾病，其具体是指
胰酶消化胰腺与周围组织发生急性炎症，其在临床中具体的诱
病因素种类较多，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易出现病情变化，加之发
病较急，且具有一定的致死率，因此在临床中患者易出现心理
焦虑与抑郁，对临床治疗与护理产生影响，为此临床中进行护
理干预，以此去除不良因素对患者的影响，帮助患者稳定其心
理情绪 [1]。本次研究随机选择 85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研
究心理护理在 ICU 护理中对患者心理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影响，
内容表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2020 年 1 月 -2021 年 8 月，共 85 例重症

急性胰腺炎患者开展此次研究，将研究对象选用信封随机抽取
方式分为 2 组，探究组 43 例，男性 24 例，女性 19 例，年龄
低值为 23 岁，高值为 66 例，平均值为（39.6±4.7）岁；对
照组 42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0 例，年龄低值为 24 岁，高值
为 63 岁，平均值为（40.5±4.4）岁，两组基线资料对比没有
显著差异，P＞0.05，院方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开展此次研究，
研究有意义。

选取标准：选取围手术期感官功能良好的患者；选取临床
病历资料完整的患者；选取诸项检查确诊且在我院开展相关治
疗的患者；选取对研究内容了解且自愿参加的患者；排除合并
其它重大疾病的患者；排除过敏体质或者护理依从性差的患者；
排除合并精神疾病或者语言功能障碍的患者 [2]。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入院后及时了解其病症的

具体状况，严密监测其生命指标变化，予以患者营养支持以及
日常护理。

探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强心理护理，具体包括：
（1）心理评估：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病较急，且病情易发
生变化，患者心理压力较大，加之躯体不适，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易出现不良心理，因此需增强对患者的心理评估与了解，在
此基础上开展心理干预；（2）常见心理问题：因病情易发生
变化，患者对呼吸机的撤离和运用均会产生恐慌，随之出现焦
虑与抑郁情绪；在进行病症治疗期间患者多在 ICU 重症监护室
度过，需较长时间与家属隔离，环境改变、躯体不适等均会增
加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发生的概率；院内病症监护、护理人员
干预等会对患者的生物钟造成一定的影响，使患者的饮食、睡
眠等受影响，这也会增加患者不良情绪的产生；（3）心理干预：
护理人员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并分析患者产生不良情绪
的具体原因，针对患者产生不良心理的因素，予以患者相应的
心理干预，帮助患者保持良好心里，去除不良因素对患者情绪
的影响 [3-4]。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以及心理焦虑和抑郁情绪，护理

效果分为显效、一般和无效，心理焦虑和抑郁情绪采用 SAS 与
SDS 量表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用软件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处理，n（%）表

示计数资料，行 X 检验；（ sx ±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探究组与对照组护理效果的比较
 探究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大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 P

＜ 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的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一般 无效 有效率（%）
探究组 43 23 19 1 42（97.67%）
对照组 42 19 16 7 35（83.33%）

X2 - - - - 5.125
P - - - - 0.023

　　2.2 探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心理状况的比较
探究组患者 SAS 与 SDS 评分均较对照组小，对比差异显著

P＜ 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心理情绪评分的对比（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探究组 43 50.4±2.8 51.3±3.1
对照组 42 56.3±3.2 57.9±3.3

t - 9.052 9.505
P - 0.000 0.000

　　3 讨论
重症胰腺炎患者在围手术期易受多种因素影响，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因心理压力、病情变化等出现恐惧、焦虑和抑郁等不
良情绪，为此临床中在常规护理的同时尝试增强心理干预，帮
助患者去除影响心理情绪的不良因素，提高临床整体护理效果，
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 [5]。

此次研究结果为：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ICU 中增强心理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提高临床护理效率，
原因为：增强心里护理干预能够良好评估患者的心理，进行不
良心理因素分析开展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达到去除不良因素
的护理目的，提高临床护理效率，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在临
床中有显著的护理干预效果，值得广泛推荐应用。

综上：心理护理用于重症急性胰腺炎 ICU 护理患者中。可
以提高临床护理效率，降低 SAS 与 SDS 评分，临床护理应用价
值高，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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