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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海棠"海南农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二区!海口
!

:>"1$$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分析重症监护病房"

8<=

#重症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所取得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接

受治疗的
0"

例
8<=

重症患者!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对照组
!"

例患者给予一般护理!试验组
!"

例患者则

给予综合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抑郁自评量表"

)')

#评分$焦虑自评量表"

)+)

#评分变化!睡眠时间$

感染的发生情况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结果
!

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

评分,"

109$%T19">

#分-$

)+)

评分,"

!"9"$T!9"#

#分-$睡眠时间,"

10/9!!T1/9>/

#

MFG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干预后的
)')

评分,"

!09%1T

19>"

#分-$

)+)

评分,"

!09$%T!9"!

#分-$睡眠时间,"

1"%90/T1:9>!

#

MFG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试验

组患者出现皮肤感染"

#9:"_

#$呼吸道感染"

:9""_

#$切口感染"

#9:"_

#$泌尿道感染"

>9:"_

#的概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皮肤感染"

1"9""_

#$呼吸道感染"

1:9""_

#$切口感染"

1#9:"_

#$泌尿道感染"

1#9:"_

#概率&且试验组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9:"_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满意度"

%>9:"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8<=

重症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睡眠质量得到改善!有效避免了皮肤$

切口$呼吸道等感染!护理质量有所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此护理方法可

在临床上推广运用%

#关键词$

!

重症监护病房&

!

重症患者&

!

综合护理干预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

"

#"$:

#

#$71#%#7"1

!!

重症监护病房$

8<=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科室#所接收的

患者都是病情较重且复杂#护理人员需要监护记录,护理项目

比较多#而且操作技术难度比较大#需要熟练掌握大量仪器#任

务较繁重*

$

+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护理过程中新技术,

新方法的广泛应用#加上人们各方面意识的提高#使得患者对

护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8<=

患者进行有效的综合护理

干预#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还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及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的康复*

#

+

)本院为进一步研

究将综合护理用于
8<=

重症患者护理工作后的效果#对
$

年

间收治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的
!"

例
8<=

重症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
0"

例
#"$1

年
>

月至
#"$!

年
0

月在本

院
8<=

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将患者按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为

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中男
#1

例#女
$>

例(

年龄
$0

$

0"

岁#平均$

!/9#T/90

%岁(

$1

例心脑血管疾病#

$$

例颅脑损伤#

/

例胸外伤#

>

例其他疾病)试验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91T/9%

%岁(

$#

例心脑血管疾

病#

$1

例颅脑损伤#

>

例胸外伤#

0

例其他疾病)所有患者均无

精神疾病史)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因等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9/

!

方法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I(?L<AFG

!

U6Q?MI?B#"$:

!

V6A9$#

!

U69#$



$9/9$

!

一般护理
!

对照组
!"

例患者给予一般护理#严格按照

医嘱给予患者用药#做好各仪器的监测工作#同时密切注意患

者的病情变化#做好各项基础护理)

$9/9/

!

综合护理
!

试验组
!"

例患者则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具

体步骤如下)$

$

%加强
8<=

护理人员的理论学习!结合
8<=

的

实际工作#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护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对其进

行医德医风的培训#通过学习使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提

高#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尊重患者#以患者为中心

来开展护理工作#并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道德

义务)$

#

%提升
8<=

护理人员的专业操作技能!由于
8<=

里的

患者病情较重且复杂#需要监护记录,护理项目比较多#而且操

作技术难度比较大#需要熟练掌握大量仪器#任务较繁重#这就

要求护理人员应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能娴熟地进行护理操作#

所以应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理论及业务知识的学习#通过不断

的学习及实践#掌握护理的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护理人员的综

合素质及操作水平)$

1

%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护理人员

要热情,和蔼,耐心,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并通过沟通交流及

早发现患者的不良情绪#然后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增强其信

心#消除患者紧张,恐惧,抑郁的心理)护理人员要体谅患者家

属焦急的心情#及时将患者的病情告知其家属)$

!

%严格执行

无菌操作!

8<=

护理人员在为患者进行护理服务前#一定要按

规定清洗手部#操作器械必须经过消毒杀菌方可使用#防止发

生细菌感染)$

:

%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护理!

3

密切注意患者的

生命体征和情绪#若出现烦躁不安不能耐受时可给予一定的镇

静剂#减轻患者的不适感)

0

熟练口腔护理,吸痰护理,导管的

固定等操作#护理人员学会正确判断患者的意识状态#提前做

好准备防止患者拔管)

1

加强病房的巡视和监护#同时注意观

察导管的插入深度#减轻患者的不适感)$

%

%睡眠干预!夜间应

将监护室内监护仪器的音量降低#同时减少其他噪音(为了让

患者尽快入睡#可以在睡前给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让患者的

精神得到放松)

$9'

!

观察指标
!

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自评量表

$

)')

%评分,焦虑自评量表$

)+)

%评分(采用自制睡眠潜伏期

量表记录干预前后睡眠时间)观察干预后感染的发生情况,两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患者对于护理操作的满意程度!

可以采取随机调查的方式填写调查表格#设置一系列问题#例

如护理人员操作是否及时#态度是否温和友善等问题)答案分

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满意度
[

非常满意率
Y

满意率)

$9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9"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DT

@

表示#组间比较用
5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

,

)+)

评分,睡眠时间变化

情况
!

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

评分,

)+)

评分,睡眠时间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干预后的
)')

评分,

)+)

评分,睡眠时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

"

)+)

评分"睡眠时间变化情况&

DT@

'

组别
&

)')

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

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睡眠时间$

MFG

%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 :#9#>T!9:# !09%1T19>" :19:#T!9"1 !09$%T!9"! #>#900T:09>$ 1"%90/T1:9>!

试验组
!" :$9$#T!9!# 109$%T19">

"

:19"1T!9"/ !"9"$T!9"#

"

#%/9:/T:/9"% 10/9!!T1/9>/

"

!!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

"

!

$

"9":

)

/9/

!

两组患者干预后的感染情况比较
!

试验组患者出现皮

肤,呼吸道,切口,泌尿道感染的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后感染情况比较(

&

&

_

')

组别
G

皮肤 呼吸道 切口 泌尿道

对照组
!"$#

$

1"9""

%

$!

$

1:9""

%

$1

$

1#9:"

%

$1

$

1#9:"

%

试验组
!" $

$

#9:"

%

"

#

$

:9""

%

"

$

$

#9:"

%

"

1

$

>9:"

%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9":

)

/9'

!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比较
!

试验组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1

)

表
1

!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

非常满意

*

&

$

_

%+

满意

*

&

$

_

%+

不满意

*

&

$

_

%+

满意度

$

_

%

对照组
!" $0

$

!:9""

%

/

$

##9:"

%

$1

$

1#9:"

%

%>9:"

试验组
!" 1"

$

>:9""

%

"

/

$

##9:"

%

$

$

#9:"

%

"

/>9:"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9":

)

'

!

讨
!!

论

8<=

作为一个抢救危重患者的科室#在医院中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在
8<=

接受治疗的多为危重症患者#病情较严重#并

且不允许家属探视与陪护#患者会因为身体上的病痛和对周围

陌生的环境而产生焦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再加上
8<=

病房应

用很多较先进的抢救仪器#各种报警音不仅影响患者的睡眠质

量#还会增加患者的焦虑及抑郁#从而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

果*

17!

+

)

本研究对
8<=

重症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预#首先加强

8<=

护理人员的理论学习#提升
8<=

护理人员的专业操作技

能#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其次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为患者

提供人性化护理(最后对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干预)通过研究

发现#试验组患者干预后
)')

评分,

)+)

评分,睡眠时间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干预后的
)')

评分,

)+)

评分,睡眠时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8<=

护理人员通过学习#不断

提升专业操作技能及综合素质#增强护理人员的道德责任心#

杜绝因护理工作中出现的差错而给患者带来不良影响*

:

+

)其

次#护理人员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通过热情,和蔼地与患

者沟通交流及早发现患者的不良情绪#然后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增强其信心#消除患者紧张,恐惧,抑郁的心理*

%

+

)并及时

将患者的病情告知其家属#取得患者家属的配合)再次#要尊

重患者的隐私权,自主权及知情权#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关

心患者#为患者提供情感,文化,精神等多方面的服务来满足患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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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基本心理需求*

>

+

)对患者进行睡眠质量干预#对患者进行

音乐疗法#不仅能放松患者紧张心情#而且还能转移患者的注

意力#让患者尽快入睡*

0

+

)另外#研究还发现试验组患者出现

皮肤,呼吸道,切口,泌尿道感染的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9":

%)

8<=

护理人员通过技能培训后护

理水平有所提高#严格按照无菌操作#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而

且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感染率*

/

+

)试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通过综

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睡

眠质量有所提高#且护理后发生皮肤感染,切口感染,呼吸道感

染,泌尿道感染的患者较少#护理质量有所提高#因此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

+

)

综上所述#

8<=

重症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

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睡眠质量得到改善#有效避

免了皮肤,切口,呼吸道等感染#护理质量有所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有所改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此护理方法

可在临床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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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人群的心理状态调查研究

刘少壮$

!蔡丽萍#

!孙丽云1

"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

$9

脑外科!

#9

内一科!

19

心理科!沈阳
!

$$""1!

#

!!

#摘要$

!

目的
!

对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方法
!

采用
/"

项症状清单"

)<;7/"

#和明

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

((38

#为测量工具!对
1!

例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使用描述性分析对所

得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1!

例透明隔囊肿患者中
#"

例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精神问题!占
:090#_

%其中
1

例有较重的心理问题!占总人数的
090#_

&

$>

例患有精神疾患问题!占总人数的
:"_

%结论
!

应加强对非症状性

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重视!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患者!采用相应的策略以解决他们的心理或精神问题%

#关键词$

!

透明隔囊肿&

!

心理状态&

!

调查研究

!"#

!

$%&'()(

"

*

&+,,-&$)./0(12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

"

#"$:

#

#$71#%!7"#

!!

透明隔囊肿$

)3<

%是由位于大脑两侧脑室之间的透明隔

腔内含囊液形成)透明隔囊肿分为症状性和非症状性两种*

$

+

#

临床研究表明症状性透明隔囊肿可引起头痛,癫痫*

#

+

,二级精

神障碍等*

1

+

#但对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

其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还没有见到报道)

#"":

年#本院对

:$0%

例年龄在
$0

$

#"

岁的男性青年进行体检#头部做
<&

扫

描#发现有
1!

例具有透明隔囊肿#其发生率为
$9/>_

#囊肿的

横径均在
1

$

:MM

#在影像学上符合透明隔囊肿的诊断*

!

+

)对

这些无症状性透明隔囊肿人群进行心理测试和评估#具体情况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

年#本院对
:$0%

例年龄在
$0

$

#"

岁的

男性青年进行体检#头部做
<&

扫描#发现有
1!

例具有透明隔

囊肿#囊肿的横径均在
1

$

:MM

)

$9/

!

方法
!

采用
/"

项症状清单$

)<;7/"

%和明尼苏达多项人

格调查表$

((38

%为测量工具#

/"

项症状清单共有
/"

个项目#

其中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

执,精神病性
/

个维度#每个维度采用
$

$

:

的
:

级评分#即
$[

没有,

#[

很轻,

1[

中等,

![

偏重,

:[

严重#分数越高表明个体

的心理状况越不健康)

((38

量表共包括
$!

个量表#其中临

床量表
$"

个#效度量表
!

个)临床量表包括疑病$

,H

%,抑郁

$

'

%,癔症$

,

.

%,精神病态$

3L

%,男子气
7

女子气$

(K

%,偏执

$

3E

%,精神衰弱$

3C

%,精神分裂症$

3C

%,轻躁狂$

(E

%,社会内向

$

)F

%#分量表的得分在
%"

分以上#便视为可能有病理性异常表

现或某种心理偏离现象)

$9'

!

统计处理
!

使用
)3))$19"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主

要使用描述分析中的频度分析)

/

!

结
!!

果

/9$

!

透明隔囊肿患者心理状态的频数分析
!

结果显示
1!

例

患者
)<;7/"

因子分高于
#

分的有
$"

例#占总人数的
#/9

!$_

#各因子项的阳性检测率见表
$

)

/9/

!

透明隔囊肿患者精神状态的频数分析
!

1!

例患者在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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