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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在急症监护室患者中

应用方法及预后价值研究

陈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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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在急症监护室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方法与预后价值。方法：选择本院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7月间收

治的急症监护室患者 64例作为分析对象，采用双盲法将其分为常规组和试验组，常规组 32例、试验组 32例。其中常规组患者行常

规护理，试验组患者行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二组患者焦虑情况、抑郁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前焦虑情况、抑郁评分差异不具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分别实施不同护理治疗后，试验组的焦虑情况、抑郁评分明显优于常规组，常规组护理满意度情况相较

于试验组明显更低，差异显著（P<0.05），存在统计学分析意义。结论：在急症监护室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不良情

绪与负性心理，改善患者预后，在临床护理中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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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监护室是医院较为重要的科室，急症监护室的患者普遍

发病急、病情较重、病情发展较为迅速，常与患者的生命健康相

关联，导致急症监护室患者多伴有激动、焦虑、烦躁、恐惧、紧

张等负性心理与不良情绪。因此对急症监护室患者进行恰当的心

理干预对改善患者预后极为重要[1]。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急症监护

室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的方法与预后价值，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对我院 2018年 7月-2019年 7月间收治的 64例急症监护室

患者进行研究，选用双盲法将其分为常规组 32例和试验组 32例。

本次实验研究中常规组男性 15例，女性 17例，年龄为 37～65
周岁(47.7±3.08)周岁。试验组男性 14例，女性 18例，年龄为

38～64周岁(48.1±3.11)周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检测患者生命

体征、用药指导、急救护理等。

试验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①护理人员在进

行护理前应了解患者情况，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与生理病理特征与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交流，掌握患者病情实际情况与

发病前后的心理状况，从而做出具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心理干预

措施方案，及时采取恰当的干预措施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抚与心理

疏导。②护理人员应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解相应的疾

病知识，帮助患者对自身疾病建立正确的认知，同时为患者详细

介绍急症科室的情况，让患者了解科室，降低患者对科室的陌生

感。③心理安抚与疏导：护理人员为患者进行心理安抚与疏导，

改善患者恐惧、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言语

鼓励、安慰等为患者建立治疗的信心，对于患者的易怒、恐惧情

绪，护理人员应采取宽容的态度，理解患者，以温柔的语言或身

体动作安抚患者，耐心倾听患者诉说与需求，注重对患者细节上

的关心，发挥非语言性护理的最大作用。④护理人员在进行输液、

注射等操作时应注重无痛操作，操作时要注意准确、快速、稳健，

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同时护理人

员应为患者分享治疗成功的案例，尽量避免与患者讨论其不了解

的严重性疾病，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来源。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焦虑情况、抑郁评分、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观察。

焦虑情况：使用焦虑自评量表为患者进行心理情绪评分，评分越

低证明心理状况越好；抑郁评分：观察患者躯体性与精神性焦虑

情况，14项评分项目划分为 0-4分，无焦虑记为 0分，轻度焦虑

记为 1分，中度焦虑记为 2分，重度焦虑记为 3分，极度焦虑记

为 4分；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将 64例急症监护室患者数据录入 SPSS20.0系
统中，以（ X ±S）表示干预前后焦虑情况、抑郁评分计量资料，

用 t行结果检验；以[n（%）]表示护理满意度计数资料，用 X2
行结果检验，若 P＜0.05说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组间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况、抑郁评分分析

干预前焦虑情况、抑郁评分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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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分别实施不同护理治疗后，试验组的焦虑情况、抑郁评分明

显优于常规组，予以统计学检验，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
存在统计学分析意义。详见表 1。

表 1 组间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况、抑郁评分分析（ X ±S）

组

别

例

数

（n

）

躯体性焦虑情况 精神性焦虑情况 抑郁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

验

组

32
0.91±

0.22

0.21±

0.20

2.14±

0.48

0.69±

0.38

56.12±

8.01

42.13±

6.58

常

规

组

32
0.90±

0.23

0.42±

0.28

2.15±

0.42

0.92±

0.27

55.98±

7.82

51.79±

7.16

t 0.1777 3.4523 0.0886 2.7910 0.0707 5.6194

p 0.8595 0.0010 0.9296 0.0070 0.9438 0.000

2.2组间护理满意度分析

常规组护理满意度情况相较于试验组明显更低，予以统计学

检验，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分析意义。

详见表 2。

表 2 组间护理满意度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试验

组
32

17

（53.12）
13（40.62） 2（6.25） 30（93.75）

常规

组
32 9（28.12） 14（43.75） 9（28.12） 23（71.87）

X2 5.3791

p 0.0203

3讨论

急症监护室患者发病急，病情危重且变化较快，导致患者普

遍缺乏心理准备，加之患者对疾病的了解较少，对疾病的未知变

化多会表现为恐惧、烦躁、焦虑等负性情绪，会对患者疾病治疗

与康复造成严重影响。且负性情绪会使机体保持应激状态，持续

时间过长就会加重患者原有疾病，对急诊、急救等工作的有序进

行造成阻碍[2]。而医务人员往往对急救患者生命更加重视，忽略

了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导致患者因负性情绪很难积极配合治

疗，因此开展急症监护室的心理护理干预工作迫在眉睫，其不仅

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危，还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3]。

在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前护理人员应掌握患者实际情况与病

情变化情况，不断查询相关专业知识的资料，总结优秀护理工作

者的心理护理经验，加强自身的护理责任心，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为患者设计护理内容与护理方案，在进行护理时应熟练的进行专

业技术操作，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心，保持和蔼可亲、主动

热情的护理态度。同时要注重记录每项护理细节，进行恰当的心

理护理干预，疏导患者负性心理，缓解患者压力，形成护患间良

好的信任感，从而达到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的目的

[4]。

本次研究表明，两组分别实施不同护理治疗后试验组的焦虑

情况、抑郁评分明显优于常规组，常规组护理满意度情况相较于

试验组明显更低，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急症监护室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干预，能够缓

解患者不良情绪，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

要的临床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倩.心理护理对改善 ICU机械通气清醒患者负面情绪及预后的效果[J].河南外科学杂志,2019,25(06):169-170.

[2] 罗雅洁.心理护理对 ICU清醒患者 ICU综合征的预防效果[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4(15):76-77.

[3] 郭向红.临床路径结合心理护理在改善心肌梗死患者预后中的价值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8,16(03):206-207.

[4] 赵敏,高晓霞,汤晓燕.心理护理干预在急诊重症患者临床护理中应用的效果[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7,2(06):176+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