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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改善 ICU护理人员报警疲劳的

干预有效性研究

李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摘要】目的：研究聚焦解决模式改善 ICU护理人员报警疲劳的干预有效性。方法：选择本院 2019年 3月-2020年 3月 ICU工作的

80例 ICU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划分为 2组，对照组实施常规干预，研究组实施聚焦解决模式，对比护理人员各项报警疲

劳评分、心理状态评分。结果：研究组仪器报警使我厌烦、仪器报警使我忘掉原本工作、仪器报警使我焦虑不安、仪器报警使我无法

集中注意力、仪器报警使我无能无力、仪器报警使我感到糟糕、仪器报警使我感到头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心理状态

评分均高于研究组，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对于 ICU护理人员，实施聚焦解决模式，可改善其疲劳度，促使护理人

员身心健康，以此提升工作效率，保障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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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科室是医院危重患者的聚集地，该科室所需的仪器设备

较多，仪器的错误报警信息会导致护理人员产生报警疲劳，严重

危害护理人员[1]。若实施常规管理，忽略护理人员研究，将会造

成严重后果[2]。文献研究表明[3]ICU护理人员报警疲劳实施聚焦解

决模式，具备显著的干预效果。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聚焦解决模式

改善 ICU护理人员报警疲劳的干预有效性，择本院 2019年 3月
-2020年 3月 ICU工作的 80例 ICU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 2019年 3月-2020年 3月 ICU工作的 80例 ICU护

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所有护理人员均自愿加入，且签署相关责任书。研究组男女占比

为 2:38，年龄 23-48岁，中位（31.98±5.41）岁，大专 8名，

本科及以上 32名，工作时长 2-27年，中位（9.69±5.55）年；

对照组男女占比为 1：39，年龄 23-47岁，中位（31.95±5.41）
岁，大专 15名，本科及以上 35名，工作时长 1-24年，中位（9.33
±5.18）年，两组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研究方式

1.2.1对照组

实施常规干预。

1.2.2研究组

实施聚焦解决模式，包括：①问题描述，与 ICU护理人员建

设沟通，合理应用语言引导，促使其主动讲述心理感受，掌握报

警疲劳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现状做出的努力，激发护理人员的精神

动力；②构建可行性目标，通过讲述分析原因，建设解决问题，

及时调整监护仪报警范围，关闭非重要的参照报警，规范使用 ICU
内报警仪器，加强对应用 特殊药品患者的仪器报警管理；③探

查例外，建设可行性目标，与护理人员一同探讨，增强信心，引

导其解决建设性问题，并总结改善情况；④给予反馈，干预 1周
后，收集反馈，增加护理人员的能动性，若效果不明显，则设立

对立目标，及时纠正与调整干预内容；⑤评价进步，选择问卷调

查的形式，进行评分，及时改善，不断朝着期望的目标前进。

1.3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各项报警疲劳评分；两组护理人员心理状

态评分。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1.0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n（%）]使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n（ sx


）]使用 t检验，以 p<0.05为标准，分

析数据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各项报警疲劳评分对比

就各项报警疲劳评分对比，对照组的分数均高于研究组，组

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各项报警疲劳评分对比 [n（ sx


）]

组别/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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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报警使我厌

烦
2.69±0.60 4.89±0.15 2.5882 0.0115

仪器报警使我忘

掉原本工作
2.79±0.65 5.46±1.14 3.1412 0.0024

仪器报警使我焦

虑不安
2.54±0.71 5.11±0.89 3.0235 0.0034

仪器报警使我无

法集中注意力
2.59±0.71 5.01±0.88 2.8471 0.0056

仪器报警使我无

能无力
2.93±0.71 4.99±0.71 2.4235 0.0177

仪器报警使我感

到糟糕
2.76±0.80 4.99±0.45 2.6118 0.0108

仪器报警使我感

到头痛
2.55±0.61 4.99±0.79 2.8706 0.0053

2.2 两组护理人员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对照组心理状态评分均高于研究组，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人员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n（ sx


）]

组别/指
标

精神病灶 抑郁 暴躁 焦虑

研究组 1.65±0.39 1.55±0.40 1.45±0.39 1.35±0.74

对照组 3.89±0.60 4.89±0.50 4.89±0.40 3.89±0.15

t 2.6352 3.9294 4.0471 2.9882

P 0.0101 0.0002 0.0001 0.0038

3 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仪器报警使我厌烦、仪器报警使

我焦虑不安、仪器报警使我无能无力、仪器报警使我感到头痛、

仪器报警使我感到糟糕、仪器报警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仪器报

警使我忘掉原本的工作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李

超丽,金香淑[4]研究表明，误报警数量是造成 ICU护理人员报警疲

劳的主要原因，为解决这一情况，要合理设置参数，关闭报警装

置，以此降低报警干扰，缓解护理人员的报警疲劳程度。王娜,
李龙倜[5]学者研究表明，通过定期更换设备电极片，注重患者皮

肤的清洁，能够减少设备报警数量（可减少 35.0%以上）。

本文上述研究表明，对照组心理状态评分均高于研究组，组

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王冬华,张艺博[6]学者研究表明，

制定相应的报警范围，遵循浮动原则，合理调节报警范围，可有

效降低误报警次数，改善护理人员的疲劳程度。ICU护理人员长

期暴露在大量仪器报警中，会减少对仪器报警的信任，影响人员

心理健康，使得其产生负面情绪，降低工作效率，难以保障护理

质量[7]。聚焦解决模式的应用，可有效降低设备仪器错报警发生

率，并消除护理人员的负面情绪。

综上所述，通过对 ICU护理人员实施聚焦解决模式，能够改

善人员的疲劳程度，促使其身心健康，以此实现工作效率与护理

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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