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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UDFW
2EMHFWLYH��To�evaluate�the�clinical�value�of�the�application�of�humanistic�care�in�the�care�of�patients�in�intensive�care�units�and�its�im�
pact�on�its�ef�cacy.�0HWKRGV��The�case�selection�period�was�from�August�2018�to�May�2019.�A�project�study�was�performed�on�94�pa�
tients�in�the�intensive�care�unit�treated�by�the�author’s�hospital,�and�they�were�divided�into�2�groups�by�the�digital�random�table�method.�
The�study�groups�(n�=�47)�and�reference�group�(n�=�47).�The�reference�group�gave�routine�intervention,�and�the�research�group�carried�
out�humanistic�care�intervention�on�this�basis.�Statistical�analysis�was�performed�on�sleep�quality,�negative�mood,�and�nursing�satisfac�
tion�before�and�after� the�intervention.�5HVXOWV��Statistical�analysis�of�sleep�quality�and�negative�data�before�and�after�the�intervention�
in�the�two�groups.�There�was�no�sign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scores�of�the�study�group�before�the�intervention�and�the�reference�
group�(P>�0.05).�After�the�intervention,�the�negative�emotion�score�of�the�study�group�was�lower�than�the�reference�group.�In�the�ref�
erence�group,�after�the�t-value�test,�there�was�a�statistically�sign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groups�P�<0.05;�statistical�analysis�of�the�
nursing�satisfaction�data�of�the�two�groups�showed�that�the�total�satisfaction�of�the�nursing�group�in�the�study�group�was�97.87%�(46/47),�
which�was�higher�than�that�in�the�reference�group�The�satisfaction�rate�was�85.11%�(40/47).�After�the�X2�value�test,�the�comparison�be�
tween�the�groups�was�statistically�signi�cant�P�<0.05.��RQFOXVLRQ��For�patients�in�intensive�care�units,�carrying�out�humanistic�care�in�
tervention�can�alleviate�the�negative�emotions�caused�by�the�disease�and�improve�their�overall�sleep�quality�to�a�certain�extent.�Patients’�
satisfaction�with�this�intervention�method�is�also�relatively�high,�which�can�be�widely�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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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疗效分析�
宋丽晶�于悦�于双�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中国·吉林�长春��������

摘�要

目的：评价对重症监护室患者护理中应用人文关怀护理的临床价值以及对其疗效产生的影响。方法：病例选取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对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例重症监护室患者开展项目研究，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平均分成 �组，为
研究组（n=47）与参照组（n=47）。参照组给予开展常规干预，研究组在此基础之上开展人文关怀干预。对其干预前后睡眠
质量、负面情绪、护理满意度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两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与负面情况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组干预前
各项评分与参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P>�.��，干预后研究组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参照组，睡眠质量评分告诉参照组，经过 t 值检
验后，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存在 P<�.��；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 97.87%（��/47）例高于
参照组护理总满意度 ��.��%（��/47），经过x�值检验后，组间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结论：对于重症监护室患者来说，
开展人文关怀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因疾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整体睡眠质量，患者对于该种干预方式的满意度
也相对较高，可予以广泛推广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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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临床将需要进行加强护理的重症患者病房称为重症监护

室，很多患者长期处于重症监护室当中，加之病情比较凶险，

极易出现绝望、焦虑、恐惧等等负面的情绪，无法保持良好

的身心状态，对临床治疗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与干扰。重症

监护室运用先进的医疗设施以及医疗技术，对其进行全面加

强治疗与护理，通过人文精神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关怀，能

够有效促进患者病情的改善，人文关怀模式属于一种新型的

额护理措施，可通过文化、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进行

干预，从而促进患者早期康复 [�]。下文对 ����年 �月至 ����

年 �月笔者所在医院接收的 ��例重症监护室患者开展项目研

究，针对其临床实际情况对不同干预措施进行合理分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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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人文关怀的应用价值，从而为临床提供有效指导，全面促

进患者病情改善。现将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采取数字随机表法将 ����年 �月至 ����年 �月我院接

收的��例重症监护室患者分为研究组（47例）、参照组（47例）。

研究组最小年龄为 ��周岁，最大年龄为 71周岁，中位

年龄为（��.��±�.73）周岁；期中恶性肿瘤患者 �例、心血

管疾病患者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例、急性脑血管

疾病患者 ��例、其他疾病患者 7例，男性患者有 ��例，女

性患者有 ��例。参照组最小年龄为 ��周岁，最大年龄为 70

周岁，中位年龄为（��.��±�.71）周岁；期中恶性肿瘤患者 �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例、急

性脑血管疾病患者 ��例、其他疾病患者 �例，男性患者有 ��

例，女性患者有 ��例。两组性别、疾病类型、年龄等临床基

本资料均采取统计学软件 6366���.�进行统一处理，对比计算

结果均无差异 3＞ �.��。经 ���例患者以及家属知情同意后

开展本次研究，本研究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通过。

2.2 方法

参照组给予导管护理、用药指导、气道护理、病情检测、

饮食护理等等常规干预，研究组在此基础之上开展人文关怀

干预，①对患者自身性格特点、所处职业、家庭状态进行全

面了解，针对其实际情况给予制定详细的个性化护理措施，

以患者为中心进行全面护理管理，保持患者所处病房环境的

整洁，控制室内的湿度与温度。②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

对患者以及家属存在的疑问给予耐心解答，全面满足其基本

所需，给予亲人般的照顾，掌握患者自身心理状态，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开展适当的针对性心理干预，营造一个良好的病

房环境，使患者接受治疗保持积极心态，全面促进临床治疗

的整体效果 [�]。③根据不同患者不同临床情况，制定相应的

功能锻炼方案，引导患者长期坚持身体锻炼，全面加强患者

自身免疫功能。护理人员定期对其病床用品进行更换，保持

洁净与干爽，同时可在室内摆放一些盆栽，给予营造一个良

好的温馨舒适环境。④对患者病情变化进行实时检测，给予

饮食、日常、用药等全方位的护理管理，针对存在昏迷的患者，

可采用呼唤式的方式，不断进行引导，从而促进患者尽快苏醒，

缩短其昏迷的时间。另外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音乐刺激方

式，根据患者自身喜好，定时播放乐曲，从而促进其脑部血

流，不断改善其自身神经功能。⑤不断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可通过杂志、海报、报刊等相关教育宣传手册，对其开展定

期健康宣教，告知患者自身疾病的相应治疗措施以及相关注

意事项，全面尊重患者对疾病的知情权。

2.3 指标与标准

2.3.1�评价指标

对其干预前后睡眠质量、负面情绪、护理满意度等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

2.3.2�评价标准

根据院内自制评分标准，总分为 ���分，��分以上为非

常满意、��分以下 70分以上为基本满意、��分以上为不满意，

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0�评价患者负面情绪 [�]，总

分为 ��分，分数越低标明其改善情况越好；通过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 364,对比患者睡眠质量 [�]，总分为 ���分，分数越

高标明其改善情况越好。

2.4 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对比的相关临床数据均输入至 6366���.�软件当

中计算，对其临床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资料

与计量资料分别采取率（%）与（χ±6）的表达形式，当检

验数据的 χ�值与 W值均为 3＜ �.��时，则表明本次研究数据

存在显著性差异。

3结果

3.1�PSQI 与 HAMA

两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与负面情况数据统计分析，研究

组干预前各项评分与参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3>�.��，干预后

研究组负面情绪评分低于参照组，睡眠质量评分告诉参照组，

经过 W值检验后，见表 �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存在 3<�.��。

表 ��干预前后 364,与 ��0�

分组（Q）
��0�（分） 364,（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Q=47）

��.��±�.�� ��.��±�.�� 67.��±�.�� ��.��±7.��

参照组
（Q=47）

��.��±�.�� ��.��±�.�� 67.��±�.�� 74.��±�.��

W值 �.1237 ��.���� �.0317 �.����

3值 �.���� �.���� �.9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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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护理满意度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组护理总满意

度97.87%（��/47）例高于参照组护理总满意度 ��.��%（��/47），

经过 χ�值检验后，见表 �组间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表 ��护理满意度

分组（Q） 非常满意（Q）基本满意（Q）不满意（Q）
总满意度
（Q/%）

研究组
（Q=47）

�� �� � ��/97.87

参照组
（Q=47）

�� �� 7 ��/��.��

χ
�值 - - - �.����

3值 - - - �.����

4讨论

对于病毒传播、疾病扩散、交叉感染、重症休克等均可

通过重症监护室进行控制，由于重症监护室的患者病情相对

比较凶险，主要是重度脏器衰竭、败血症、大手术、重大创

伤等等，均需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与密切的观察 [�]。并且，

疾病的折磨、刺激，以及与家属的隔离等因素，极易导致患

者出现多种负面情绪，对于临床治疗与干预具有一定的干扰，

为了全面促进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提升整体治疗与护理效果，

对重症患者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尤为重要 [�]。

人文关怀的开展能够密切对患者病情的变化以及健康情

况进行观察，对缓解其临床负面情绪也具有重要帮助，可有

效使患者感受到全方位的治疗与护理服务。以往常规护理干

预，对能够对患者病情进行检测与抢救，但未开展有效的临

床干预，加之患者以及家属对疾病的认知比较片面，极易出

现紧张、焦虑、烦躁等多种不良情绪，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

的影响 [7]。而人文关怀通过关心、信任、理解、尊重患者，

同时开展以患者为主体的护理干预，可有效确保临床治疗与

护理顺利开展。董天文、王佩佩等人研究结果当中提出 [�]，

人文关怀通过与患者主动交流，给予耐心指导，全面满足患

者自身基本需求，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对缓解患

者负面情绪，加强其临床治疗信心具有重要帮助，其临床护

理满意度也高达 97.��%，以上研究与本文研究结果相似，本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开展人文关怀护理，患者负面情绪评分

具有明显的降低，睡眠质量具有明显改善，临床护理满意度

相比常规干预高出 ��.76%，其满意度高达 97.87%，由此可见，

人文关怀能够促进患者积极接受临床治疗，全面改善患者整

体生存质量，整体护理满意度均相对较高。

5�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的实施主要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

方针，使临床护理工作内容逐渐走上专业化与人性化的道路，

对于缓解患者紧张与焦虑情况也具有重要帮助，临床满意度

相对较高，可广泛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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