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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全面护理干预对 ICU 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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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全面护理干预对 ICU 患者的影响及预后干预效果。方法：选定本院 ICU 收治患者 87 例，开展对比性护理研

究，研究时间设置为 2018 年 1月~2021 年 2月，取随机抽签法分组，对照组 43例（行标准化 ICU 护理）、观察组 44例（行

全面护理干预）。统计患者住院预后指标及治疗指标差异。结果：（1）观察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治疗时间、住院时间

均缩短，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观察组有创机械通气实施率、院内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治疗有效率、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全面护理干预实施对 ICU 患者病情转归、康复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且可积极改善患者机械通气治疗及院内安全性，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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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患者在临床救治期间受疾病病理进展影响，患者可在

全身性感染、休克症状进展期间，诱发低氧血症、急性呼吸衰

竭、器官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状，病危风险极高，需及时入院接

受综合治疗，促进全身性症状缓解，缓解病情。除治疗实施外，

患者临床治疗措施综合性较高，还需在治疗同时配合有效护理

干预措施，提升临床治疗有效性
[1]
。因此，为评价全面护理干预

对ICU患者的影响及预后干预效果，特设临床研究，详情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定本院 ICU 收治重症肺炎患者 87 例，开展对比性护理

研究，研究时间设置为 2018 年 1 月~2021 年 2 月，取随机抽

签法分组，对照组 43 例、观察组 44 例。 

对照组（男/女，23/20 例），年龄 27~81 岁，平均（54.08

±4.22）岁，病程 1~3 天，平均（2.02±0.54）天，确诊重

症肺炎 9 例、脓毒症 8 例、急性休克 15 例、酮症酸中毒 11

例；观察组（男/女，22/22 例），年龄 25~82 岁，平均（53.61

±4.15）岁，病程 1~3 天，平均（2.13±0.59）天，确诊重

症肺炎 10 例、脓毒症 8例、急性休克 15 例、酮症酸中毒 11

例。临床资料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

结果可比。 

纳入标准：（1）患者均符合自身疾病临床诊断指标；（2）

符合 ICU 治疗指征；（3）符合机械通气指征。排除标准：（1）

原发性免疫功能障碍者；（2）确诊恶性肿瘤者。 

1.2 方法 

患者均对症接受治疗，配合全身性感染治疗、电解质纠

正等对症辅助性治疗措施。 

标准化 ICU 护理：即在患者治疗期间依据本院 ICU 及呼

吸内科重症患者规范化护理方案实施护理，如管道管理、口

腔清洁、血气监测等。 

全面护理干预：（1）机械通气护理：机械通气期间受疾

病机械通气影响，患者气道分泌物量可显著增加，易在误吸

或进入气道后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气道堵塞情况的发

生，故需在口腔清洁、排痰同时，升高患者床头至 30°，以

维持气道畅通，避免痰液误吸情况的发生。机械通气治疗实

施虽可有效维持患者呼吸机能，但可造成患者自主呼吸机能

损伤，导致脱机困难情况的发生，严重者或可导致无创机械

通气治疗失效，故还需在治疗期间积极引导患者接受呼吸训

练，及时恢复自主呼吸功能。（2） 对症心理引导：心理健

康质量对于 ICU 患者病情预后恢复具有重要辅助性影响，故

在临床护理期间，需积极开展心理引导帮助患者树立正念意

识，维持治疗积极性；（3）基础护理优化：需在常规手卫生、

防护服佩戴基础上，加强病房内治疗器械清洁消毒力度，阻

断院内感染路径
[2-4]

。 

1.3 观察指标 

统计患者住院预后指标及治疗指标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统计学对比选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完成，若

统计结果 P<0.05，则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均

缩短，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治疗指标对比（ sx  ） 

组别 n
机械通气时间 

（d） 

ICU 治疗时间 

（d） 

住院时间 

（d） 

对照组 43 3.62±1.37 5.16±1.57 15.26±2.15 

观察组 44 1.81±0.46 3.35±0.74 11.98±1.95 

t  8.2989 6.9034 7.4568 

P  0.0000 0.0000 0.0000 

2.2 住院预后指标对比 

观察组有创机械通气实施率、院内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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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P＜0.05）。见表 2。 

 

表 2 住院预后指标对比（n，%） 

组别 n 有创机械通气率（%） 院内感染发生率（%） 治疗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43 32.56（14/43） 18.60（8/43） 83.72（36/43） 81.40（35/43） 

观察组 44 13.64（6/44） 4.55（2/44） 97.73（43/44） 95.45（42/44） 

 
2

x   4.3980 4.2254 5.1094 4.2254 

P  0.0359 0.0398 0.0238 0.0398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1）观察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治

疗时间、住院时间均缩短，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观察组有创机械通气实施率、院内感染发生

率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分析原因：全面护理干预实施，

可在机械通气治疗护理及呼吸训练实施基础上，经心理引导

配合基础护理优化措施，有效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及康复治疗，

积极改善临床预后安全性，临床效果确切
[5]
。 

综上所述，全面护理干预实施对 ICU 患者病情转归、康

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可积极改善患者机械通气治疗及院

内安全性，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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