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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 ICU重症患者护理质量的影响
崔  慧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四川宜宾  644000）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ICU重症患者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本文选取我院于2017年06月-2018年06月收治的90例 ICU重症患者，

将其随机分为护理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护理组采用心理护理方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结果。结果　

护理后，护理组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分别是（28.04±3.26）分和（27.68±3.44）分，和对照组结果对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ICU 重症患者采用心理护理方式后，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进一步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消除不良心理因素，

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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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重症患者的病情非常危重，病情很容易出现恶化发展情况，

由于患者特殊且严重的患者，使得患者的情绪很容易变得焦虑、抑郁，

甚至形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1]，从而对于整个治疗过程的配合度下降，

耽误了治疗时机，因此对于 ICU 重症患者及时开展心理护理指导工作

非常必要，可以有效调节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状态，提升护理服务质

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试验选取的患者均为 2017 年 06 月 -2018 年 06 月在我院进

行治疗的 90 例 ICU 重症患者，每组各 45 例。男 48 例，女 42 例，年

龄 17 岁到 75 岁之间，平均年龄（43.22±4.14）岁。两组患者一般

临床资料相比，无显著差异性（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加强病情监

护和管理，在患者的生活习惯、生活作息、饮食等各个方面加强护

理指导，确保病房内空气清新 [2]，保持病房内相对湿度在 50.0% 到

60.0% 之间，同时对患者的心理情绪状态变化情况需要及时的加以调

节和改善，对于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症状后，需要及时的加以消除

和调节。

护理组采用心理护理方式，在具体开展心理指导工作时，医护

人员一定要加强护理指导，主动去了解患者的病情状况，关心患者，

支持鼓励患者 [3]，对于患者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忽略，对患者能

够做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尽最大可能满足患者提出的合理要求，

缓解患者在整个住院期间的疼痛以及不良反应症状，能够通过各种各

样的护理方式更好的指导护理工作开展，让患者及其护理人员主动积

极配合医护工作开展，提升医护疗效。

交流沟通方式。在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采用交流、沟通

方式主动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让护理人员可以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

特点，根据每一例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护理方式开展护理指导

工作，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言行举止等，进一步对患者的情绪状态

进行调节和改善，主动去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亲切问候，耐心的回

答患者提出的问题，详细解释，从而使得患者调节情绪 [4]，保持良

好的心情和精神状态对抗疾病，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护

理人员需要将整个治疗过程以及取得的临床疗效及时告知患者及其家

属，让患者以一个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参与到疾病治疗过程中，同时

需要对患者的不同情绪状态加以观察和认识，能够主动去了解患者的

病情状况、疾病影响因素、病情严重程度、心理状态等，注意避免侵

犯患者的隐私，对于一些情绪不稳定患者，护理人员一定要主动进行

沟通交流，使得患者对于护理人员产生一定的信任，从而有助于患者

主动说出内心的想法，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好的开展护理指导工作，提

升护理疗效 [5]。

对于一些需要开展手术治疗的患者，在手术前，护理人员一定

要加强和重视术前指导，将整个手术操作过程及时告知，使得患者对

治疗方式了解，消除紧张、焦虑不安等情绪，做好术前准备，提升手

术成功率。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应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χ±s），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结果对比

护理组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分别是（95.09±1.08）分、

（8.68±1.01）分，和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结果对比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所示：

表 1：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结果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护理质量评分（前） 护理质量评分（后）

护理组 45 95.09±1.08 22.41±4.13 8.68±1.01

对照组 45 79.08±1.22 22.39±4.12 16.74±1.66

P ＜ 0.05 >0.05 ＜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结

果对比

护理后，护理组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分别

是（28.04±3.26）分和（27.68±3.44）分，和对照组结果对比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2所示：

表 2：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结果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后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护理组 45 护理前 58.97±5.17 59.40±5.13

45 护理后 28.04±3.26 27.68±3.44

对照组 45 护理前 59.01±5.20 59.44±5.17

45 护理后 40.89±4.02 40.38±4.00

3 讨论

心理护理工作开展，可以针对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实施很好的

诱导改善，进一步提升患者的自信心，提高患者对于医护工作开展的

配合度，更加重视护理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交流，消除不

良心理因素，使得患者积极面对疾病，提升治疗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促进患者病情有效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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