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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早期活动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重要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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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渐进式早期活动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重要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收治的 50
例重症患者，将收治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25 例，给予传统活动护理）和观察组（25 例，给予渐进式早期活动）。观察对
比两组患者的活动能力。结果：两组活动护理方式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察组患者的活动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渐进式早期活动在重症患者护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效果，它能有效改善患者的活动能力，具有很
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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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早期活动是一种以 ICU 护士为主导，对 ICU 危重

患者进行规范地系统评估，为其定制出可行的活动方案，从

而促进患者康复的有效护理手段
[1]
。对于重症患者，临床采

用机械通气的方式代替或改变患者的主动呼吸，为重症患者

提供良好的辅助治疗。重症患者的早期活动是一个长期、复

杂的过程，多种因素都能影响康复效果，比如谵妄、镇静、

睡眠缺失、睡眠剥夺等
[2]
。因此，我院对重症患者进行了渐

进式早期活动护理，具体分析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收治的 50 例重症患者。将其按

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25 例，平均（59.89±3.49）

岁，给予传统活动护理）和观察组（25 例，平均（62.12±

3.38）岁，给予渐进式早期活动护理）。对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

对本研究均完全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传统活动护理 

给予对照组患者被动或主动的活动护理，进行全范围的

关节活动，每天做两次；特殊病人根据医师指导做相关护理

活动；严密监控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做好相关记录。 

1.2.2 渐进式早期活动护理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实验组患者实行渐进式早期活动

护理。 

（1）创建渐进式早期活动团队 

成立专业的早期活动护理小组，成员由 1 名护士长，2

名护士，1名康复活动训练师，2名医生，所有成员均接受医

院的专业相关培训指导。 

（2）患者的综合评估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的评估，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

命指标，比如意识、神经肌力、血流动力学状态等指标。 

（3）活动训练方法 

第一阶段，对患者进行四肢关节活动，包括前屈、后伸、

外展、外旋、内展、内旋等活动，每天进行 2次，每次 30 分

钟。第二阶段，协助患者主动活动，将床头抬高 45º，对患

者实行双腿屈曲坐位训练活动。根据患者耐受情况，将床头

抬高超过 65º，患者双腿完全保持屈曲，运用足蹬式下肢活

动锻炼患者主动活动能力，每天 2 次，每次 10-20 分钟。第

三阶段，协助患者在床边进行主动活动，比如坐在床边，使

下肢接触地面，该过程可使用足蹬式下肢活动锻炼器，每天

2 次，每次不宜超过 2 小时。第四阶段，等患者完全能抬腿

时，协助患者站立，并尝试简单走几步，坐到椅子上，维持

坐位 1-2 小时。后期使用助行器和护理人员协助患者行走，

直到患者能独立行走，每天 2次。 

1.3 观察指标 

独立活动能力：采用功能独立性评分表（FIM），包括自

理能力（42 分）、括约肌控制（14 分）、社会认知（21 分）、

交流（14 分）、转移（21 分）、行进（14分）。总分越高，

患者的独立活动能力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和“x
±s”表示计量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出院时的独立活动能力 

对照组：自理能力（25.78±5.13）分、括约肌控制（5.77

±1.70）分、社会认知（15.79±1.13）分、交流（11.18±

1.45）分、转移（9.60±1.05）分、行进（8.26±1.16）分。 

观察组：自理能力（30.34±4.56）分、括约肌控制（7.53

±1.76）分、社会认知（17.63±1.82）分、交流（12.37±

1.59）分、转移（12.29±3.98）分、行进（9.69±0.76）分。 

经统计学分析，自理能力 t=3.322，P=0.002、括约肌控

制 t=3.596，P=0.001、社会认知 t=4.295，P=0.001、交流

t=2.765，P=0.008、转移 t=3.268，P=0.002、行进 t=5.156，
P=0.001，观察组患者的独立活动能力优于对照组，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多数 ICU 行机械通气患者由于长期使用呼吸机而出现呼

吸机依赖、相关性肺炎、膈肌萎缩和呼吸气道损伤等并发症，

致使撤机困难或延迟，严重影响患者预后，所以临床加强 ICU

机械通气患者渐进式早期活动训练非常关键
[3]
。 

目前，对于重症室患者的活动护理，临床上比较推崇渐

进式早期活动护理。医护人员协助病人尽早开展针对性的康

复训练，改变病人的体位，促进了消化蠕动，增强了机体免

疫力，促进血液循环，减少了因长期卧床、局部组织长时间

受压所致的缺血、缺氧，进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4]
。 

综上所述，渐进式早期活动在重症患者护理中有着显著

的应用效果，能提高患者的独立活动能力，减少肌无力症状

的发生，利于患者康复，具有很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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