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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 ICU 重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张颖  孙晓丽 

（山东省海阳市人民医院  山东  烟台  265100） 

摘要：目的，针对 ICU 重症病人的心理情况和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分析，探究采取心理护理对于 ICU 病人的整体护理效果。方法，此次研
究选取的是我院在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5 月之间 ICU 收治的重症病人 90 人，这些病人根据采取的护理方法不同进行分类，其中参照组采取
的是常规护理方法，而另外的研究组则是采取心理护理措施。结合两组病人的具体护理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两组病人在护理
之前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而在护理措施之后，研究组病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要明显的优于参照组病人。结论，对于
ICU 的重症病人由于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较差，所以需要采取心理护理措施提高病人的生活水平，并且改善不良的心理情绪，有助于战胜疾
病提高整体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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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CU 病房主要收治一些危重疾病的病人，这些病人由于其自身的

情况比较复杂、病情变化较快，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护理和治疗措施。
在具体的 ICU 重症病人护理过程中要合理的降低病人并发症和危险
事件的发生概率，保证整个治疗的效果。由于传统的临床常规护理无
法达到满意的效果，同时还会降低病人的治疗依从性。只有采取心理
护理措施，加强病人的心理指导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才能够保证对
重症病人的治疗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主要针对的是我院 ICU 收治的 90 名重症病人，这些病人作

为研究的主体都是自愿参与到此次调查研究中。同时所选择的病人要
满足重症病人的要求。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这些病人中有 48 例男性病人，42 例女性病人；病人的年龄最大为 79
岁，最小为 53 岁，病人的平均年龄为 52.6 岁。 

1.2 方法 
对于参照组的病人采取的是临床常规的护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为病人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居住环境；及时观察病人各项生
命体征的变化情况；按照医生的叮嘱对病人进行药物的治疗，合理的
指导病人和家属规范用药；如果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不良的反
应和并发症，都要及时的上报医生，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另外的研
究组病人则是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心理护理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与病人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在 ICU 病房的病
人住院之后，护理人员要与病人保持一个动态化的交流，对病人的心
理情况进行评估分析。通过简单的语言介绍疾病的发病机制和原理以

及整个治疗的方法。在与病人沟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列举一些成功的
案例，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有效地消除病人抑郁、烦闷、压抑
等不良的情绪。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通过和蔼、温柔的态度简单流
畅的表明整个疾病的治疗方法，为病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增强护
患之间的关系，提高整体的治疗依从性。第二，对病人进行心理的指
导。护理人员要全面的掌握病人内心的不良情绪产生原因，在护理的
过程中寻找恰当的时机给予心理支持。如果一些病人心情比较焦虑苦
闷，这时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开心的话题让病人减少不良的心理状
态。结合对应的心理指导让病人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战胜疾病。第三，
病人手术之前的护理指导病人。若要接受手术治疗，在治疗之前应该
进一步的了解病患具体的心理状态，帮助病人调节内心情绪。利用一
些专业知识的宣传教育，让病人对疾病治疗的方法有一定的了解。同
时增强战胜疾病的自信心，消除内心不良的担忧。第四，治疗后期的
心理干预方法。在病人后期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根据预先制
定的原则和方案，对病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同时采取行之有效的
护理干预措施。例如：病人在用药之后会出现不良的呕吐、头晕等症
状，为了避免病人心理压力的增加，护理人员可以把相关药物的不良
反应和具体的缓解措施告知病人，让病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提高整体
的治疗和护理效果。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针对于两组病人在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情况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治疗之前两组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不同的护理措施之后
研究组病人的情感职能、生理职能、精神健康状态以及躯体疼痛评分
都要明显的优于参照组病人。具体的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身体疼痛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组别 人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 45 26.5-46.4 44.5-58.6 28.5-42.4 41.6-63.5 30.5-43.5 39.4-69.4 
研究组 45 27.6-45.3 54.6-80.1 27.6-41.9 68.4-83.8 31.2-42.7 73.4-81.2 

2.2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的 SDS 和 SAS 分数对比分析 
在病人没有接受不同护理措施之前，两组病人的 SDS 和 SAS 评

分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而在干预护理之后，参照组病人的 SDS
和 SAS 分数要明显的。高于研究组的病人，具体情况见表 2。表 2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的 SDS 和 SAS 分数对比分析 

SAS SDS 组别 人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 45 50.4-58.6 40.8-47.6 50.4-62.3 44.4-53.6 
研究组 45 51.2-57.9 27.1-33.5 51.1-63.1 26.4-32.5 

3 讨论 
对于 ICU 接受治疗的病人与普通科室的病人不同，其病情比较

危重、病人的病情变化非常快，因此会导致病人存在严重的不良心理
情绪。这些不良情绪会导致病人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同
时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不良的影响，还会造成病人生命质量的急剧下

降。针对于 ICU 重症病人只有采取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心理护理措
施，有效地缓解病人的这些不良状态，提升整体的治疗依从性和病人
的生命质量，才能够保证重症病人的治疗效果。 

针对 ICU 重症病人采取措施能够有效地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消除不良的情绪，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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