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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在 ICU 重症护理中的临床意义分析

王晓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目的：探究 ICU 重症患者护理过程中采用血糖控制所取得的临床价值。方法：在 2018 年 5 月-2020年 5 月期间

ICU 收治的重症患者中选取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加用血糖控制护理，对比临床

情况。结果：经护理，患者血糖与 SOFA评分均有所降低，且研究组更低；患者生活质量均有所提升，且研究组更高；研究组

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存在统计意义（P<0.05）。结论：血糖控制对于 ICU 患者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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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健康工作的关注程度不

断提升，大批医疗工作者有效结合临床经验针对我国医疗工

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从而有效推动了医疗改革工作

的全面落实。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指出，作为医院的重

要科室之一，ICU 病房对于重症患者生命安全的合理保障具

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在 ICU护理工作中，作为重要的护理内

容之一，血糖控制工作的合理开展对于患者健康的保障具有

良好的指导作用。基于此，大批医护工作人员结合临床护理

经验与自身护理知识针对患者血糖控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与探索，从而有效推动了血糖控制护理工作模式的即时

调整，为我国患者健康的合理维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

一问题上，大量研究数据显示，通过积极做好对于患者血糖

数值的管控，医护人员可以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合理做好对于

患者健康的合理维系，对于并发症问题的有效规避与患者

ICU 住院用时的缩短具有良好的导向价值，对于患者健康的

充分恢复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本次研究针对 ICU重症患者

护理工作中应用血糖控制护理对于患者健康的作用进行了

深入的探究与分析，现将相关内容整理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8年 5 月-2020 年 5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并分为两组，对照组男 28 例，女 12例；年龄 35~77

岁；研究组男 30 例，女 10 例；年龄 30~75 岁；差异无统计

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①评估生命体征；②做好 ICU要点说明，帮助

患者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合理理解；③积极开展负性心理指

导，帮助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不不良情绪的有效改善，从而引

导患者实现对于自身健康情况的有效认识。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应用血糖控制护理，

主要内容包括：①医疗知识讲解说明：医护人员应在护理过

程中仔细做好对于相关医疗健康知识的合理讲解与充分说

明，从而引导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于血糖控制方法的有效理解

与合理认识。②落实饮食调整：医护人员应结合患者实际情

况积极做好对于患者饮食计划的制定，同时引导患者合理进

行相关饮食计划的有效践行，从而降低对于含糖量过高食物

的摄入量，为患者血糖指标的有效把控提供帮助。③密切做

好血糖指标监测：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及时为患者血糖

指标进行充分监测，在此过程中，通过对患者血糖指标进行

分析，医护人员应进一步实现护理方案的有效制定，对于患

者护理要点的提升与优化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1.3观察指标

将患者血糖情况、序惯性性器官功能衰竭评分（SOFA）、

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作为观察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SPSS20.0 计算数据，以 P<0.05，表明差异

存在统计价值。

2 结果

2.1患者血糖控制水平

研究组血糖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血糖控制水平

组别 n
空腹（mmol/L） 餐后 2h（mmol/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8.32±0.22 5.51±0.30 9.30±1.51 7.02±0.46

对照组 40 8.35±0.21 6.04±0.25 9.28±1.49 7.78±0.45

t - 0.624 8.584 0.060 7.469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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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 SOFA评分

患者 SOFA评分均有所降低，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 SOFA评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13.12±1.65 7.56±0.26

对照组 40 13.02±1.71 8.33±0.25

t - 0.266 13.502

P - >0.05 <0.05

2.3 患者生活质量

患者生活质量均有所提升，且研究组更高（P<0.05）。

见表 3。

表 3 患者生活质量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53.65±2.94 80.74±2.77

对照组 40 53.45±2.85 74.65±2.65

t - 0.309 10.047

P - >0.05 <0.05

2.4 患者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见表 4。

表 4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40 20 17 3 92.50

对照组 40 10 18 12 70.00

X2 - - - - 6.646

P - - - - <0.05

3 讨论

医疗人员表示，作为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ICU对于重

症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近年来，随着

医疗改革工作的不断开展与深化，大批医护人员针对 ICU 重

症患者护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旨在有效实现对

于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相关调查显示，在 ICU 重症患者中，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往往容易出现应激性血糖升

高的问题，从而对其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医疗人员指出，

对于重症患者而言，由于神经内分泌系统被激活，其体内的

肌糖原与肝糖原分泌量可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患者出现胰岛

素等严重抵抗，对于患者血糖指标的管控造成了极为不利的

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大量调查数据显示，对于 ICU 中间患

者而言，由于受到高血糖问题的影响，其心律失常感染休克

以及心肌梗死等疾病的发病率和大幅升高，从而对患者健康

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与阻碍。基于此，近年来，在医疗改

革工作的推动下，大批医护工作人员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对其

护理要点进行了探究与分析，从而有效推动了患者护理工作

质量的全面提升。实践表明，通过血糖控制工作的合理落实，

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实现对于血糖数值的充分管控，

对于 ICU 症状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与

此同时，基于这一护理模式下，患者的并发症几率可得到大

幅降低，对于患者健康的充分保障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血糖控制护理工作的合理开展

患者血糖水平、SOFA评分、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等指标

均得到了合理改善。

综上，在 ICU 重症患者护理过程中，为了有效实现患者

护理综合水平的优化，医护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血糖控制工

作的合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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