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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基础护理在 icu 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 
树仁其其格 

(内蒙古通辽市蒙医医院  028000)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优质基础护理在 icu 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方法：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 ICU 收治的 80 例患

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计算机表法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室，每组 40 例患者。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优质基础护理，对比两

组护理效果。结果：对照组抢救成功率为 77.50%，实验组为 95.00%，实验组抢救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医院感染发生

率为 15.00%，实验组为 2.50%，实验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82.50%，实验组为 97.50%，实验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优质基础护理在 ICU 护理工作中能够提高 ICU 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医院感染发生率较低，值得推广。 

关键词：优质基础护理；ICU 护理；患者 

 

ICU 即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其治疗的患

者均为重症患者，因而主治医师和护士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1]。而优质的护理服务不仅对患者的治疗和恢复起促进作用，还直

接影响着患者的医疗安全[2]。基于此，本研究对于优质基础护理在

icu 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 ICU 收治的 80 例患

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计算机表法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室，每

组 40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 20:20，年龄 22-66 岁，平均

年龄为（45.25±5.89）岁。实验组中，男女比例为 20:20，年龄 23-65

岁，平均年龄为（45.33±5.91）岁。上述两组患者资料均经过系统

性处理，差异不显著，P＞0.05，能够进行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优质基础护理，对 ICU 原有

的排班模式进行优化与调整，细化各职称护理人员，为其进行合理

排班，确保每班人员职称分布均匀。将提高患者生命质量作为护理

重心，为患者实施个性化的优质护理，不断优化、完善 ICU 护理工

作流程，由全体护理人员集中讨论，进行调整及修改，并对优化护

理工作流程进行试运行，实施 1 个月后，对实施期间存在的问题进

行收集汇总，并为此提出解决措施，最终形成优化工作手册，使 ICU

护理人员严格按照护理手册流程开展护理工作。加强与患者的沟

通，并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耐心进行回答，使患者对自身疾病知识的

认知情况有所了解，不断鼓励患者，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从而提

高其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压力。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抢救情况及医院感染发生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抢救情

况，对比其抢救成功率；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情况，

对比其感染发生率。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通过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

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定及分析。调查表中的主要内容包括，护理

人员的服务态度、基础护理水平、急救处理等多方面。其中调查表

中的所有内容评分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护理人员的护理服

务工作越得到认可，其中 90 分以上代表为非常满意；75-89 分代表

基本满意，75 分以下代表不满意。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取卡方检验，

用率（n%)表示，以 P＜0.05 作为组间存在差异的判定指标。 

2 结果 

2.1 抢救情况及医院感染发生情况分析比较 

对照组抢救成功率为 77.50%，实验组为 95.00%，实验组抢救

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15.00%，实验组为 2.50%，实验组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抢救情况及医院感染发生情况分析比较[例（%）] 

组别 抢救成功率 医院感染发生率 

对照组

（n=40） 
31（77.50%） 6（15.00） 

实验组

（n=40） 
38（95.00） 1（2.50） 

X2 5.1647 3.9139 

P 0.0230 0.0478 

2.2 护理满意度分析比较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82.50%，实验组为 97.50%，实验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分析比较[例（%）]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n=40） 
14（35.00） 19（47.50） 7（17.50） 33（82.50） 

实验组

（n=40） 
29（72.50） 10（25.00） 1（2.50） 39（97.50） 

X2 - - - 5.0000 

P - - - 0.0253 

3 讨论 

ICU 患者多为急重症患者，患者治疗难度较大，因此 ICU 护理

人员必须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工作使命，严格配合医生做好相关

工作,从而将患者的治疗风险降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3]。同时不

仅要注重患者的治疗效果，还应该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

量，因此在对患者实施基础护理服务时，还要注重人文关怀，从而

减轻患者的住院心理负担[4]。优质基础护理是在传统护理模式上，

经过不断探索与整改，致力于为患者提供符合其护理需求的护理服

务，从而减轻患者因疾病所造成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

者的抢救成功率，促进患者病情恢复[5]。 

综上所述，优质基础护理在 ICU 护理工作中能够提高 ICU 患者

的抢救成功率，减少其发生医院感染，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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