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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护理在重症监护室心衰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应用

赵东焕

（聊城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０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重症监护室心力衰竭患者应用标准化护理的效果。方法：通过选取２０２０年５月至２０２２年５月

间于本院治疗的８０名重症监护室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研究，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常规组提供常规护

理；研究组采取标准化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心肌衰竭的各项指标和时间及满意度评分。结果：研究组收缩压、舒

张压、心率均小于常规组（Ｐ＜０．０５）。研究组死亡和致残率低于常规组，急救反应和医院反应的时间短于常规组（Ｐ＜

０．０５）；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Ｐ＜０．０５）。结论：重症监护室心脏衰竭患者的标准化护理流程能有效减少死

亡率和致残率，标准化护理程序不但提升了护士的效果，并且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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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通过选取２０２０年５月至２０２２年５月间于本院治疗

的８０名重症监护室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同

意本研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研究组和

常规组，每组４０例。研究组中，２３名男性患者，１７名女

性患者，年龄范围在３８～７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５０．９８

±７．２６）岁；常规组中，２２名男性患者，１８名女性患者，

年龄范围在３８～７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５１．２８±６．９７）

岁。两组在性别构成比、年龄、疾病等基本数据（Ｐ＞０．

０５）差别无统计价值（Ｐ＞０．０５），但具相似性。

１．２方法

常规组患者接受常规医疗护理。研究组采取标准化

护理，具体分为以下几点：①抢救性护理：重症监护室的

病人大多病重，护理人员要积极协助医生判断患者情况，

严密观察生命迹象，仔细观察患者面色、体重、精神，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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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急救和防护。加强静脉通道、心电监护、供氧系统。

了解使用抗心衰竭药的种类、方法、用途和剂量，并观察

用药后的效果，以掌握适应力和不良反应。备好急救器

材和药品，并协助医务人员进行清理呼吸道分泌物。②

心理护理：在治疗期间，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和负面情

绪，以及危险的症状。护理人员必须及时运用心理知识

为患者提供支持，根据不同患者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护理

方法。急救处理过程中有序、冷静、认真、沉稳、安定患者

心态。待患者病情平稳后，向患者解释原因及处理对策，

让患者认识自身的病情，减少恐慌，树立抗击疾病的信

心，以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同时，必须时刻与患者家属

沟通，以取得家属的理解与合作。③健康管理：设立患者

的监护病房，对患者和亲属开展心脏保护方面的安全培

训。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患者或其家属可以及时做出反

应。检查是否存在快速性心律失常以防止血压升高。帮

助患者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活动量；保持温

暖以防止感冒。定期随访，建立患者健康记录。

１．３观察指标

评价量组人员在对严重监护室内心肌衰竭患者救治

过程中的院内反应时间、致残率、死亡率、抢救反应时间、

医学效果、护理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抢救反应时间是指

病情出现后进行专业处理的时间；医院反应时间是患者

到院后对患者实施处理的时间。将详细整理纳入受试者

各方面的临床数据，包括原发疾病、心能力等级、肺中

音、ＢＭＩ、左心室射血数量（ＬＶＥＦ）、ｈｓ－ＣＲＰ、血 Ｎａ＋、Ｎ

末端心钠素（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生活质量评分（ＧＱＯＬＩ）－

７４）等方面。

１．４统计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的软件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结果以［ｎ（％）］和 χ２检验表示；该方法用（ｘ±ｓ）表示，

并通过ｔ验证。Ｐ＜０．０５表示差异的统计价值。

２　结果

２．１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比较

两组在进行护理前舒张压、收缩压、心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标准治疗后，研究组舒张压、收

缩压、心率均低于常规组，（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及心率变化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收缩压／ｍｍＨｇ

护理前 护理后

舒张压／ｍｍＨｇ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率（次／ｍｉ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４０ １６９．５８±２１．４５ １４７．６４±１６．２８ １００．４５±１３．８４ ９４．６５±１０．５８ ９８．６４±９．３４ ９４．６１±８．６４
研究组 ４０ １６８．４９±２１．４７ １３４．７５±１６．２４ ９９．８６±１４．３１ ８０．４５±１０．５７ ９８．４７±９．５４ ８６．４７±７．５６
ｔ ０．２２７ ３．５４５ ０．１８７ ６．００５ ０．０８１ ４．４８４
Ｐ ０．８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 ０．０００

２．２两组患者护理后病死率、伤残率、急救反应时间和院

内反应时间比较

研究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和伤残率均低于常规组，急

救反应与院内反应的时间短于常规组，（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护理后病死率、致残率、急救反应时间及院内反应时间（ｘ±ｓ）［ｎ（％）］

组别 例数 病死率 致残率 急救反应时间／ｍｉｎ 院内反应时间／ｍｉｎ
常规组 ４０ ４（１０．００） ９（２２．５０） １４．５８±３．２５ ８．１２±２．５４
研究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８．５４±０．６７ ２．１６±０．７５
ｘ２／ｔ值 ５．１６５ １１．５１２ １４．２３３
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两组患者 ＢＭＩ、血 Ｎａ＋、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生活质量评 分、ＬＶＥＦ比较



健康之友 ２０２３年３月上　 论　著

１０３　　

两组患者在标准化护理前后的 ＢＭＩ值、血 Ｎａ＋、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生活质量评分、ＬＶＥＦ等情况具有很大差异，Ｐ

＜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ｍ２）

ＬＣＥＦ

（％）

Ｈｓ－ＣＲＰ

（ｍｇＬ）

血钠 ＋

（ｍｍｏｌ／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ｕｇ／Ｌ）

ＧＱＯＬＩ－

７４（分）
常规组 ４０ ５０．１１±５．４２ ２６．５４±３．４８ ３０．０６±８．５７ ５．６４±０．４５ １３６．５８±１１．５２ ４．１２±０．４５ ６７．５８±１０．２４
研究组 ４０ ４９．６８±６．０５ １９．３３±３．４５ ４１．１１±６．２２ ５．３２±０．３４ １４２．７５±１５．３７ ２．３４±０．４１ ４２．６７±１０．６４
ｘ２／ｔ值 ０．３３５ ９．３０６ ７．９８１ ６．６００ ２．０３２ １８．４９３ １０．６６９
Ｐ值 ０．７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两组满意度

研究组标准化护理后的满意度为９７．５０％，而常规

组则为７７．５０％，并且研究组明显优于常规组（Ｐ＜０．

０５）。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满意度比较［ｎ（％）］

组别 ｎ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常规组 ４０ ２２（５５．００） １７（４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９（９７．５０）
研究组 ４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１８（４５．００） ９（１２．５０） ３２（７７．５０）
ｘ２ ７．３１４
Ｐ ０．００７

３　讨论

重症监护室心脏衰竭患者救治过程中标准化护理流

程的执行，直接关系救治效果，确定患者是否正在经历危

险期非常重要，此对患者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护理

工作要规范、严谨，有效的护理流程能够促进救治的效

果，增加患者存活的概率［１－２］。而对于重症监护室来讲，

要求护理人员必须认真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

质。在实际护理及服务流程中，需要熟悉的各种动作，快

速、无压力的情况下做好护理工作，以此来保障对患者的

护理质量。重症监护室患者大多数为症状严重的患者，

而且存在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标准化护理人员可以减

少患者的消极行为，减少心理压力，增强患者依从感，促

进疾病平稳和恢复［３］。研究小组采用标准化护理流程

在三个领域提供有效的护理服务：心理健康护理、紧急护

理、教育健康护理，护理人员在进行急救护理的基础上开

展心理护理，减少患者的不安与恐慌，使患者以积极的情

绪应对病情、战胜疾病。同时，对患者的治疗也取得了成

功，一方面让患者充分了解自身的疾病情况，另外再和患

者及其家属保持有效的沟通，促进患者康复。在医疗实

践中，心率的增加常被用作判断心脏是否运转良好的指

标。患者心率的改变和心力衰竭的改变有关，因此，可以

适当测量患者的心功能。根据结果分析显示标准化护理

优于常规护理。标准化护理可以有效降低心率，有效控

制收缩压和舒张压。结果表明，标准化护理过程对心力

衰竭患者有益。实验结论还指出，在重症监护室的心力

衰竭时可显著减少患者死亡率和致残率，降低临床各项

用时。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重症监护室对心力衰竭采

取标准化护理是有效的，能够增加患者救治的效率，大大

降低病死率、患者的发病率和残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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