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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患者病症均具有危及、发展迅速、可致死的明
显特点 [1],且受 ICU 病房费用偏高、家属不可陪同等因素影
响,患者负面情绪激增,进而影响治疗和护理依从性,亦对病
症康复带来不利影响。 对此,针对 ICU重症患者的护理干预
及心理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19年 7月至 2021年 2月期间收治的 ICU重症

患者中抽取 44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双盲分组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22例。 所有患者均为 ICU重症患者且意识保
持清醒。 观察组中,男性 13例、女性 9例,年龄 25~69岁,平均
(42.15±3.74)岁;对照组中,男性 12例、女性 10例,年龄 24~67
岁,平均(41.58±3.66)岁。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不具统计
学意义。 患者家属均签署同意书。 本研究经伦理会批准实施。

1.2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重症护理干预。 (1)给予患者环境护理。 护

理人员日常需做到按时消毒、打扫 ICU病房,病房内设备、仪
器、 物品也需进行严格消毒, 保持病房内温度和湿度的适宜
性,为患者提供舒适病房环境。(2)给予患者体位护理。护理人
员根据患者需求摆放体位,保证体位舒适性,每间隔 2~3小时
辅助患者翻身 1次,避免压疮的产生。 (3)给予患者饮食护理。
无论患者为鼻饲还是正常进食, 均需保证日常摄入充足的维
生素和蛋白质,重视微量元素的补充,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
抗力。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行心理护理干预:(1)护理人员
需重视自身仪容仪表的整洁,日常与患者沟通时应使用柔和、
舒缓的语气,更易于拉近护患距离,患者主观情绪和感受易于
接受。 (2)护理人员需多与患者沟通交流,即便是昏迷患者,每
项操作前也像清醒患者那样给患者解释安慰, 掌握患者是否
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并进行针对性疏导。 (3)护理人员
可通过向患者讲述成功治疗案例的方式, 不断提高患者治疗
信心和配合度。 (4)可通过在病房内播放轻音乐的方式舒缓患
者情绪,保持其愉悦心情。

1.3观察指标
使用《焦虑评分量表》和《抑郁评分量表》对患者的负面情

绪进行评分[2],总分 100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焦虑症状和抑
郁症状越轻,两者呈负向相关性;使用我院护理科室自制的满
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总分 100分、问卷回收率 100%,
高于 85分为非常满意,低于 45分为不满意,其余均为一般满
意,护理满意率=100%-不满意率。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得数据先用 Excel2020 进行 录入 校对后经

SPSS24.0统计学软件计算和分析,根据不同资料类型、检验目
的分别进行 t检验法或卡方检验法,P >0.05表示无统计学差

异,P <0.05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的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组间

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1 两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的对比(x±s,分)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的对比
观察组中,非常满意 12例、一般满意 9例、不满意 1例,护

理满意率为 95.45%;对照组中,非常满意 7例、一般满意 8例、
不满意 7例,护理满意率为 68.18%,经对比分析具有统计学意
义(x2=5.500,P =0.019<0.05)。

3讨论
ICU重症患者多受病症严重程度、病房环境、治疗费用等

因素影响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3],直接影响治疗效
果和康复效果。 以往常规重症护理干预下虽可起到一定护理
效果,但患者护理满意度普遍偏低且不良情绪多见,对病症治
疗和康复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而心理护理是指护理过程中,由
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应用心理学和技术),积极影
响病人的心理活动,从而达到护理目标的心理治疗方法。 心理
护理的任务就是掌握病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反应特点, 采用
一系列良好的心理护理措施,去影响患者的感受和认识,改变
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帮助患者适应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医
疗环境, 尽可能为患者创造有益于治疗和康复的最佳心理环
状态,使其早日恢复健康。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以及护理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可见相比
于常规重症护理干预来说, 心理护理干预下能够明显提高焦
虑评分和抑郁评分,同时提高患者护理满意率。

总而言之,ICU重症患者经心理护理干预下能够明显改
善负面情绪,提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利于患者保持积极、
乐观治疗情绪,配合治疗及护理工作,更利于患者病症康复,
具备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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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 ICU重症护理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影响。方法:从我院 2019年 7月至 2021年 2月期间
收治的 ICU重症患者中抽取 44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双盲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2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重症护
理干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观察组心理护理干预;分析对比两组的负面情绪评分及护理满意率。 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
和抑郁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率为 95.45%,对照组护理满意率为 68.18%,
经对比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 ICU重症护理中的效果理想,且患者满意度更高,具有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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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观察组 22 89.52±2.41 84.56±2.63

对照组 22 75.33±2.52 72.65±2.57
t 19.087 15.191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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