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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症监护室护理人文关怀的思考
夏陈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讨人文关怀护理对重症监护室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我院于 2017年 5月-2018年 4月这一期间收治的 100例

重症监护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划分成对照组（50例）和研究组（50例），两组分别使用常规护理、人文

关怀护理，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后护理满意度和不良情绪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不良情绪评分优

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为重症监护室患者使用人文关怀护理，效果显著，可以提高患者护理

满意度，降低患者负面情绪，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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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身体状况差、病情严重、变化快、

情绪低劣，病况往往并不乐观，存在生命危险。所以患者情绪起

伏较大，大部分患者存在压抑、焦虑等不良情绪，对病症的治疗

非常不利。并且在重症监护室的患者病情危重，一旦在护理当中

产生失误，就会造成不良事件，形成护患纠纷，所以为重症监护

室患者进行高质量的护理服务非常必要[1]。本文主要研究人文关

怀对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进行护理的效果，并对护理结果进行分析

总结，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 条件和方式

1.1 基本条件

采用我院于 2017年 5月-2018年 4月这一期间收治的 100
例重症监护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划

分成对照组（50例）和研究组（50例），两组分别使用常规护理、

人文关怀护理。对照组中，男女人数分别为 26例、24例；年龄

区间是 35至 77岁，年龄平均值是（52.24±5.03）岁；病症类型：

急性脑血管 12例、胸腹外伤 13例，心血管疾病 10例，其他病

症 4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11例。研究组中，男女人数分别为 27
例、23例；年龄区间是 36至 76岁，年龄平均值是（51.96±4.79）
岁；病症类型：急性脑血管 11例、胸腹外伤 12例，心血管疾病

9例，其他病症 5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13例。对比后可见，两

组患者基础资料并无显著差别，研究可比（P>0.05）。

1.2 方式

对照组：为重症监护室进行基础护理操作，如为患者进行日

常体征的检测，包括血压、电解质、心率和代谢情况，并为患者

输液，叮嘱患者按时用药等；对病房做清洁工作，包括消毒杀菌，

控制温湿度等；按照患者实际情况，为其进行适当护理，包括对

患者进行实时安抚，检查呼吸、脉搏等指标等。

研究组：为重症监护室进行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主要包括重

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家属与患者三方面的人文关怀，具体内容

为：①重症监护室：患者受病情影响，会在身体上存在不协调、

不平衡的表现，因此要对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在言语和碰触方面做

好保护工作，不能对患者有恶性刺激，以免不良刺激对康复造成

影响；要为患者打造人文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包括病房的环境、

光线、活动内容等，可以让患者收听歌曲、观看视频，让患者享

受温暖人性化服务；护理人员要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技能，无

论在礼仪面貌上，还是态度语气上，都要体现人文关怀理念，要

及时解答患者的问题，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等，并主动和患者家属

交流，对患者需求最大限度掌握，切实满足其需求；重症监护室

患者通常病情危重，感染率较高，想要降低患者痛苦，必须要对

其进行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具有熟练的急救技术，对各

项操作严谨规范，让患者对护理工作做评价。在为患者提供人文

关怀的同时，针对患者生活习惯和病症特征进行个性化健康服务，

并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追踪，提供健康咨询等。②护理人员：重

症监护室的工作和环境比较特殊，护理人员要始终保持高度注意

力，为患者打造温暖舒服的环境。管理人员要对护理工作者予以

关怀交流，努力建造医护和谐氛围，并为护患人员组织活动，加

强医护关系，建立和谐环境；护理人员要改变固有护理观念，进

行人性化护理管理，管理者要了解并掌握护理人员的基础情况，

包括健康情况和心理状态，按照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和身体承受

能力为其进行班制安排，并接受护理人员提出的合理建议，适当

提升护理人员薪资待遇，为其创造晋升空间。③患者家属的人文

关怀：因为重症监护室患者病情危重，需要多加休息，所以在探

视方面有严格规定，这对患者和家属间的交流沟通产生一定影响。

并且家属会担心患者的病情和护理效果，加之无法陪伴其左右，

在经济和精神上具有双重压力，所以护理人员要对患者家属进行

人文关怀。首先要尊重患者家属，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包括病情

的程度、检查情况和治疗费用，帮助家属减少焦虑和负面心理，

获得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和工作上的配合。优化探视环境，

满足家属对探视的合理要求，帮助患者和家属加强交流，从而促

进家属对治疗和护理工作的理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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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考标准

对两组患者护理后不良情绪情况和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情况

进行分析比较。不良情绪主要指焦虑和抑郁两点，分别以焦虑自

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分；护理满意度包括十分满意、一

般满意、不满意三方面，总满意度为十分和一般满意度之和。

1.4 统计学方式

通过 SPSS软件（18.0版本）做统计，包括计数和计量两方

面，分别用百分比和（ sx  ）显现，并通过卡方和 t检验，若

P<0.05，表明组间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

2 效果

2.1两组患者不良情绪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两者存在较大差

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情绪的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 压抑

对照组 50 57.87±4.16 63.33±5.14

研究组 50 37.66±4.33 36.77±4.44

t 23.7997 27.6507

P 0.0000 0.0000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

别

例

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

究

组

50 34（68.00） 8（16.00） 8（16.00） 42（84.00）

对

照

组

50 16（32.00） 16（32.00） 18（36.00） 32（64.00）

X² 12.9600 3.5088 5.1975 5.1975

P 0.0003 0.0610 0.0226 0.0226

3 讨论

在医院众科室中，重症监护室具有特殊性质，不但引用封闭

式管理，且患者均为危重病情，因此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在情绪方

面非常低落，加大了患者的治愈难度。重症监护室是危重病症的

重要治疗区域，不但要求护理人员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

备特殊案例护理的能力。且重症监护室设备繁杂，人员不能随意

进出，因此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在护理方面非常复杂，不单因为患

者病情严重，较难治疗，还因为封闭隔绝的环境造成对患者情绪

的影响。所以为患者进行人文关怀，拉近和医护人员的关系，改

善患者负面心理，舒缓其强大压力非常重要[3]。

人文关怀的理念为以人为本，在尊重并爱护患者的前提下，

为患者提供服务，从而提升护理质量，降低患者痛苦。人文关怀

指的是在护理过程中，把人文元素融入干预环节，让护理体系具

备人文化，帮助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工作中体现人文元素。人文

关怀主张在护理当中渗透人文观点，以患者为核心，展开细致护

理，最大限度满足患者要求，完全尊重患者自尊和隐私。在人文

护理理念之下，可以将患者至于核心地位，从其基础利益出发，

为其打造舒适的病房环境，为其提供家的温暖，进行心理疏导，

并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不但对患者身心健康的发展非常有利，

也能提升护理服务水平[4]。

从本文研究可知，为重症监护室患者进行人文关怀，不但能

够提升患者满意度，还可以提升患者积极心情，足见人文关怀对

重症监护室的重要性。

综上，为重症监护室提供人文关怀，可以改善患者焦虑和抑

郁状态，提升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压力，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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