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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 ICU 重症患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敖琴攀 

重庆市彭水县人民医院  重庆  409600 

摘要：目的 分析在对 ICU 重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的作用。方法 在本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所收
治的 ICU 重症患者中选取 80 例为研究对象，结合组内盲选的形式，取其中的 40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性护理，即
对照组，剩下患者在对其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采取预见性护理，即观察组。分析护理干预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情况以及舒适度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 ICU 重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预见性护理干预进行
运用，可以有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的护理效果，有助于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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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所收治的患者病情均较为严重，病情复杂，且变化

快，无论是病情观察，治疗、护理均存在较大的难度，也给

医护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促进 ICU 患者治疗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确保治疗效果，更需要从优化 ICU 护理干预的角

度出发，为重症患者的恢复奠定有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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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就针

对预见性护理干预在该部分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所收治的 ICU 重症患

者中选取 80 例为研究对象，结合组内盲选的形式，取其中的

40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性护理，即对照组，剩下

患者在对其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预见性护理进行运用，即

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囊括有男性患者 24 例，女

性患者 16 例，年龄分布在 43—74 岁间，对应均值为（60.12

±1.38）。而观察组中则存在有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 18 例，

年龄分布在 42—78 岁间，对应均值为（62.01±1.83）。对

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各方面护理干预工作

均结合 ICU 护理规定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

各方面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评估是否存在有异常情况

等。同时，更需要做好各方面常规护理工作。而在对观察组

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预见性护理进行运用，干预

措施如下：（1）系统病症评估。为促使预见性护理干预工作

更加具备有针对性，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方面情况存在

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包括患者病症的严重程度，当前的主要

治疗方案以及短期内的治疗目标等。综合患者的各方面情况

对护理计划进行拟定。（2）心理干预。出于对自身恢复情况

的担忧，该部分患者难免会存在有一定的负面心理，多表现

为焦虑、紧张等，护理人员则需要及时和患者展开沟通，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内心顾虑，给与患者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促使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可以保持较为乐观的心理。（3）

睡眠指导。在 ICU 治疗的过程中，更需要帮助该部分患者养

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在患者休息期间需要对病房内各类仪器

设备的音量合理进行调整，且各方面治疗、护理操作等尽量

集中进行，减少对患者的干扰。（4）并发症护理。在进行预

见性护理干预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综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及时分析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并及时进

行针对性护理，达到对常见并发症进行预防的目的，为其迅

速恢复提供有利条件。（5）针对性干预。对于呼吸系统病症

患者，护理人员尤其需要做好对患者呼吸道的护理工作，及

时对鼻腔、口腔内的分泌物进行清理。对于心血管类疾病的

患者则需要密切关注患者血压的变化情况，及时分析是否存

在异常等。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护理满意度、并发症情况以及舒

适度（以百分制进行评估）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对应数据都按照 SPSS19.0 进行处理，百分数对计

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而计量数据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

t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为 95.00%（38/40），而对

照组则为 82.50%（31/40），对比 X
2
=9.827，P=0.001<0.05。

在恢复过程中，观察组 2 例出现并发症，而对照组中则有 7

例出现并发症，对比 X
2
=11.262，P=0.001<0.05。在舒适度评

分上，观察组为（92.83±2.37），对照组则为（83.01±1.88），

对比 t=15.727，P=0.001<0.05。 

3 讨论 

ICU 重症患者多数病症较为严重，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除了需要持续优化治疗措施，更需要从护理干预的层面出发，

降低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常见并发症的发生率，为患者迅速恢

复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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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见性护理干预在当前临床护理工作中实施率较高，侧

重结合患者的病症特点以及在恢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症状进

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实现对常见并发症或者意外事件进行

预防的目的，帮助患者进行恢复。在本次研究中，以预见性

护理干预的观察组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充分证实了该护理

形式的有效性，值得在 ICU 重症患者护理中进行运用。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 ICU 重症患者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预

见性护理干预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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