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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_E6_82_A3_E8_c67_293597.htm 心理护理对患者疾病的治

疗和早日康复有积极意义。在ICU接受阶段性治疗期间，护

理人员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在救治监护过程中，针对多病种

不同类型的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有利于患者积

极配合治疗直至身心尽早康复。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谈

在ICU病房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的实践与体会。 1 做法 1.1 因

人而异，科学施教 ICU患者由于对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又

因病情需要常建立多条治疗通道，如气管插管、深静脉导管

及胃管等各种引流管的留置，加之陌生的环境和各种监护仪

器的报警声音，均加剧了患者的紧张与濒危感。这类患者多

是清醒状态下转入ICU或是全麻术后清醒及经抢救后清醒的

患者，医护人员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疾病种类及病情变化

向患者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主动介绍ICU的工作特性，说明

针对目前病情所进行的治疗及护理措施，鼓励患者积极配合

治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由于ICU没有陪护，一些老年

患者难免有许多疑虑，表现出较多的精神症状，时而烦躁不

安，时而表情淡漠，在治疗护理中极不配合，针对这种情况

，医护人员对老年患者更要细致体贴关怀，及时转达家人的

问候，耐心做好心理护理。对拟做大手术后转入ICU的患者

，建立术前访视制度，了解患者病情及以往的生活习惯和需

求，向患者讲解有关术后注意事项，消除患者不良的心理反

应，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在ICU阶段的治疗护理工作。 1.2 

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营造温馨的救治环境 由于ICU护理单



元的特殊性，患者易出现恐惧和孤独感。应通过对患者面部

表情、音调、手势及身体姿态等方面的细致观察，了解患者

心态，主动与之交谈，耐心倾听并解答患者的每一个问题，

使之由被动接受治疗变为主动参与，消除了内心的疑虑。尤

其是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患者，由于无法用语言与医护人员

交流，其焦虑、烦躁及思想负担都较重。为此，更应耐心介

绍有关人工气道的基本知识及置管的正常生理反应，采取主

动提问、患者只需点头与摇头即可表达自己需要的方式，获

得良好效果。此外，我院还备有护患交流本，通过书写方式

为患者答疑解惑，保证救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1.3 加强与患者

家属的沟通，建立参与型护患关系 ICU病房中，家属与患者

隔绝，不能与患者直接交流；医护工作环境封闭，家属对医

疗工作缺乏了解而疑惑，在费用方面也觉得较盲目。针对这

种情况，我院建立了家属接待日，每日定时开放监护器，让

家属观看患者的治疗护理过程，并酌情让他们对话。每天根

据患者病情变化的不同时期，由专人向家属介绍患者的病情

变化与转归，及时通报医疗费用的情况，以取得家人经济上

的支持。在转达患者各种需求的同时，将亲朋好友的鼓励、

关心带给患者。在患者病情平稳转到专科病房之前，均向其

家属讲解相关的医疗护理知识和注意事项，提供转出ICU后

的康复指导。出院后建立跟踪随访制度，为患者进行健康指

导、康复训练和心理治疗，使患者及家属掌握一定的康复知

识提高自我护理能力。这样既增加了患者及家属对我们的理

解和信任，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医疗纠纷。 2 体会 ICU病房是

以患者生命需求为中心的特殊单元，要求护士术有专攻，训

练有素。护士在抢救患者中可发挥护理观察的优势，依据各



种重大脏器疾病和危重患者的监测指标，按照特殊的抢救程

序，凭借精湛的技术操作能力，及时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情

况，充分满足ICU患者的个体化需求。作为护理人员需要广

泛的多学科知识、熟练的操作技术和自理急危重症的能力，

以便使ICU在技术和技能上高层次运转。 ICU抢救是特殊的

医疗护理活动，它对速度和准确有很高的要求。在正确使用

抢救器材及各种处置方式的选择、应用上，均体现出一个护

士的快速反应能力。从重大抢救角度来讲，应急状态比反应

速度更为重要，它反映了护士应急操作时对基本理论与临床

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应急状态包括护士能够瞬间调整心理、

随时进入抢救状态以及抢救器材物品随时处于完好状态。因

此在ICU病房的护士应急能力比完成流程工作更重要，护士

对职业规则的理解比被动服从更重要，护士的超前抢救意识

比各种制度的补充更重要。 在危重患者的救治中，要强化“

以病人为中心”，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危重病患者更需要

呵护，更应得到尊重。要把生物学的患者与社会心理学的人

及其生存的整个环境合为一个整体，针对ICU患者的特殊情

况，把为患者提供整体护理作为护理目标。倾听患者的心声

，关注患者的精神因素，进行积极主动的心理护理，使患者

自觉地预防和排除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增强其治疗疾病的

信心。通过加强心理护理，促进护患关系的融洽，增加患者

对ICU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减少医疗纠纷，提高疾病救治率

及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同时，拓展了护士的知识面，提高

了护士的工作能力，体现了护理工作的价值，提高了护理质

量，最大限度的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