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加强抢救物品的保养，确保急救过程顺畅

安全 科室对急诊各区域的抢救药品和仪器要求班

班清点交接、记录，认真检查所有的抢救仪器，确保抢

救仪器完好率达 100%，所需物品准备充足，随用随

补，维护保养，确保急救过程的使用安全。

安全管理是当前医院服务质量管理的主旋律，是

代表医院质量的最高水平和目标，确保护理安全已成

为现代护理管理工作的重点。护理安全应该得到每

个护理人员及管理者的重视 [5]。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加强风险教育，人人都要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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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式探视结合限制性探视制度在综合 ICU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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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在综合 ICU中实施预约式探视结合限制性探视制度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2年7~12

月探视过在我科住院超过3 d且意识清楚的患者的直系家属160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对照组80例采用传

统的限制性探视制度，观察组80例在此基础上采用施预约式探视结合限制性探视的制度，比较两组患者对 ICU

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家属对 ICU护理工作满意度高达66.25%，远远高于对照组的40%，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ICU家属弹性探视制度可以充分发挥探视的积极作用，提高了患者对 ICU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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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是收治危重患者并对其进行集中抢救和严

密监测的场所，实行封闭管理。为预防感染，家属不

能随意进入[1]。但这种封闭管理往往使患者感到紧

张、焦虑、孤独，特别是对于清醒的患者。面对陌生的

环境，患者最想得到的是家人的陪伴 [2]。有研究表

明，ICU满足家属的探视需求非常必要，家属探视给

患者情感支持以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是任何护理措

施都代替不了的[3-4]。我科传统采用限制性探视的方

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据石玉兰等[5]的调查，限制性

探视不能完全满足家属的心理需求。为探索合适的

ICU探视方法，我科制订并实施了限制性探视结合预

约探视制度，取得良好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7~12 月探视过在

我科住院超过3 d且意识清楚患者的直系家属160例

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12年7~9月对照组80例采取

限制性探视制度，男性47例，女性33例，年龄(18~63)

岁，平均(48.6±3.8)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5例，高

中 32例，大专及以上 23例。患者中脑外伤 32例，冠

心病23例，先心病术后12例，消化道出血5例，其他8

例。2012年10~12月观察组80例采取限制性探视结

合预约探视制度，男性 42例，女性 38例，年龄 16~65

岁，平均(50.2±2.5)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8例，高

中 34例，大专及以上 18例。患者中脑外伤 38 例，冠

心病 25例，先心病术后 10例，消化道出血 3例，其他

4 例。两组患者的病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限制性探视制

度，主要包括：①入住 ICU病情允许的患者可接受床

边探视。②婴幼儿、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龄家属及疑

似或证实有呼吸道感染的家属禁止入内探视。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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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时间为每日16:00~16:30，每例患者每次只允许1~2

名家属进入探视。④探视前要求家属关闭手机，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穿隔离衣、戴帽子、口罩，换专用拖

鞋，用快速消毒剂消毒双手。⑤家属在探视中避免触

摸患者切口、管道、仪器等。⑥对不合作、焦虑、拒

绝治疗、重大病情变化或实施特殊治疗的患者，护

士主动安排家属探视；对抢救或病危患者，由主管

医师决定是否探视。观察组 80 例在以上内容的基

础上采取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制度，主要包

括：①对于探视时间未能到场的家属，在不影响治

疗的前提下可以接受预约，在家属方便的时间进行

探视；②对于远道而来的近亲，在患者病情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另行约定时间探视；③因病情、治疗需

要可以提前和患者家属协商，酌情增加或减少探视

次数及时间。

1.3 评价方法 待患者转出 ICU 时，由患者或

家属填写本科根据临床经验及参考文献自行设计的

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

料、对 ICU探视制度的意见、患者及家属对服务的满

意度调查等部分。问卷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 160

份，回收160份，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家属对 ICU 护理工作满意度高达

66.25%，远远高于对照组的40.00%，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11.079，P<0.01)，见表1。

3 讨 论

3.1 ICU实行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弹性探

视制度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想念家人”是 ICU患者

主要的压力源之一[6]。家属探视可增加患者舒适感

和安全感，有助于减轻紧张恐惧心理[7]，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帮助患者忍受疼痛，满足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从

而有助于疾病的恢复。实行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

弹性探视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同时也有利于以缓解家属焦虑不安的心理，从而减

少其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冲突，对医护人员来讲也是一

种积极的作用，这与李迎春[8]的研究相一致。

3.2 ICU实行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弹性探

视制度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 人文关怀是一种以

人为本的精神[9]。ICU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病房，以往

患者在 ICU治疗期间，护士因忙于技术性工作而忽略

了对患者家属的关怀。加之由于对环境不熟悉、对治

疗过程不了解、对疾病预后不确定，患者及家属常感

到无助、紧张。在探视时将人文关怀这一理念融入其

中，不仅能安慰患者和抚慰家属，还能提高患者及家

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3.3 ICU实行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弹性探

视制度，有利于医护人员责任意识和服务质量的提

升 家属探视使得医护人员的所有操作均在患者家

属的视线下完成，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

纰漏。采取这种弹性探视制度后，由于家属探视时间

的不确定性，医护人员的工作就更多的处在家属的监

督之下，这就促使医务人员更加注重自己服务能力的

提高，以满足患者及家属的不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对医护人员责任意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起到了促

进作用。

总之，ICU 实行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弹性

探视制度，不仅可以缓解患者及家属的焦虑状况，也

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

也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

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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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家属对 ICU护理工作满意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80

80

满意

53 (66.25)

32 (40.00)

基本满意

20 (25.00)

35 (43.75)

不满意

7 (8.75)

13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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