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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康复训练在ICU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吕兰兰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  719000） 

摘要：目的：针对ICU危重症患者采用早日康复训练进行干预，分析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2019年2月-2020年1月收治的ICU危重症

患者62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的方式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各31例。实验组采用早日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对照组采用常

规的干预方式进行干预，对比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实验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ICU危重症患者采用早日康复训练干预模式进行干预，

能够有效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促进患者恢复，改善生活质量，该干预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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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关于重症医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为重症患者的生存率

正在逐步提升，研究人员已经将研究重点从治疗方案调整为生活质

量和功能状态方面。有研究发现，危重症患者长期卧床治疗将导致

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即便是顺利康复出院，也可能出现长久的生

理和心理方面的功能障碍[1]。针对此类问题，临床中针对 ICU 危重

症患者采用了早日康复训练方式进行干预，目的是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排除不良情绪。本研究选取了我院 ICU 重症患者的不同干预

方式进行了结果对比，现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2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ICU 危重症患者 6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的方式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各 31 例。实验组包括男性 14 例，女性 17 例，年龄在 33-76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54.23±2.26）岁；对照组包括男性 15 例，女性

16 例，年龄在 34-7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4.34±2.62）岁。二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显著，而且患者家属代表签署了相关的

同意书，符合伦理学要求，可以对比。排除标准：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心力衰竭；不稳定心绞痛；肺栓塞；急性深静脉血栓。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包括监控生命指

标、环境护理、用药护理等等，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早日康复训

练方式进行干预，具体方法如下： 

沟通交流。医院的主管医师需要和患者以及家属进行沟通交

流，对其普及疾病相关知识的教育，保证患者和家属后期能够配合

进行早期康复训练[2]。随后，主管医师以及护士需要对患者的病情

进行评估，确定患者适合怎样的训练方式，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循序渐进进行训练。 

意识清醒患者的训练。患者意识清醒，护理人员需要和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感觉，告知患者早日康复训练的应用价值，

确定患者的心理状态，帮助患者提升自身的主动性，能够积极参与

到康复训练中，例如床上踏车、四肢抗阻力、改变体位、下床训练

等等，尽早脱离呼吸机。 

意识不清晰患者的训练。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肌肉按摩、

肌肉电刺激、上下肢康复训练、预防肌肉和关节萎缩，适当减少镇

静剂，安排护理人员和家属进行唤醒。 

生命体征监测。患者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

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监测，时刻注意患者的病情变化，避免患

者随意改变体位，预防风险事件发生，保证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安全。 

1.3评价指标 

对比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和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包 SPSS23.0 进行数据分析，如有 P<0.05 表示差异显

著。 

2 结果 

2.1二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对比 

研究发现实验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具体见下

表 1 所示。 

表 1  二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对比（单位：天） 

组别 n 住院时间/天 

实验组 31 6.52±1.23 

对照组 31 9.68±1.42 

t - 9.36 

P - 0.00 

2.2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对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下表 2 所示。 

表 2  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对比（n=31）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18 12 1 96.77 

对照组 10 14 7 77.12 

卡方 - - - 5.17 

P - - - 0.02 

3 讨论 

全球范围 ICU 患者每年都能达到几百万[3]，经过治疗以后虽然

患者能够出院，但是有可能出现后遗症，例如神经肌肉功能障碍。

随着重症医学研究的推进，ICU 患者的治疗目标已经单纯的从保证

患者存活转变成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保证患者远期治疗效果和生活

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等等[4]。所以，这就需要 ICU 患者接受

早期康复训练，通过循序渐进的原则为患者提供训练指导，帮助患

者恢复机体功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5]。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早期康复训练方式进行临床干预，能够提

升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减轻社会负担和家庭负担，该

干预方式值得推广。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 ICU 重症患者，采用早日康复训练模式进行干

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恢复，保护患者的神经

功能，该干预方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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