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重患者的护理心得

汇报人：xxx

20xx-03-25



未找到bdjson

目录
• 危重患者护理概述

• 危重患者评估与监测

• 危重患者常见问题及护理策略

• 危重患者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 危重患者康复期护理要点

• 危重患者护理心得体会分享



危重患者护理概述

01



定义
危重患者护理是指对病情严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进行全面的医疗和护理，

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促进康复。

重要性
危重患者护理是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和康复

质量。良好的危重患者护理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病情变化，减少并发症，提高

治愈率。

定义与重要性



ICU护理具有病情复杂、变化快、护

理任务繁重、专业要求高等特点。

ICU护士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熟练的操作技能，

能够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患

者的生命安全。

ICU护理特点与要求

要求

特点



ICU护士是危重患者护理的主力jun，承担着监测病情、执行医嘱、协助医生抢救等任务。

角色

ICU护士的职责包括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及时报告医生并处理；执行各项治疗和护理措施，确

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协助医生进行各种检查和操作，确保医疗安全；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和康复指导，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职责

护士角色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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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征监测

持续观察患者心电图变

化，及时发现心律失常

等异常情况。

观察患者呼吸频率、节

律、深度及血氧饱和度

，评估呼吸功能状况。

定时测量患者体温，注

意发热或低温等异常情

况。

持续监测患者血压变化

，及时发现休克等血压

异常状况。

心率、心律监测 呼吸监测 体温监测 血压监测



采用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等
工具评估患者意识水平。

意识水平评估 瞳孔反应检查 颅内压监测

观察患者瞳孔大小、对光
反应等，评估神经系统功
能状况。

对于疑似颅内病变的患者，
需进行颅内压监测以评估
病情。

030201

神经系统功能评估



包括血常规、生化、凝血
功能等检查，评估患者内
环境状况。

血液检查

观察患者尿量、尿常规等
指标，评估肾功能状况。

尿液检查

如X线、CT、MRI等，用
于评估患者各脏器及系统
功能状况。

影像学检查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



风险评估及预防措施

坠床、跌倒风险评估

对于活动能力受限的患者，需进行坠

床、跌倒等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预

防措施。

压疮风险评估

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进行压疮风

险评估，并采取定时翻身、使用气垫

床等预防措施。

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估

对于手术或长期卧床的患者，需进行

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估，并采取穿弹力

袜、使用抗凝药物等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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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呼吸道通畅 氧气疗法 呼吸机辅助通气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呼吸系统问题护理

01 02 03 04

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防止

窒息和吸入性肺炎。

根据患者病情给予合适的氧疗

，如鼻导管、面罩等。

对于严重呼吸衰竭患者，需使

用呼吸机辅助通气。

监测患者呼吸频率、节律、深

度等，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

况。



心电监护

血管活性药物应用

抗心律失常治疗

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循环系统问题护理

持续监测患者心率、心律、血

压等生命体征。

对于心律失常患者，给予相应

的抗心律失常治疗。

根据患者病情给予适当的血管

活性药物，以维持血压稳定。

对于长期卧床患者，需采取预

防措施，如穿弹力袜、定期翻

身等。



根据患者病情和营养需求，给予合适的营养
支持，如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等。

营养支持

对于胃肠道梗阻或术后患者，需给予胃肠道
减压，以减轻胃肠道负担。

胃肠道减压

对于危重患者应给予预防应激性溃疡的药物，
如质子泵抑制剂等。

防治应激性溃疡

监测患者腹胀、腹痛、排便等情况，及时发
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消化系统问题护理



监测患者尿量、颜色、性状等，及时
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尿液监测 防治尿路感染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肾脏替代治疗

加强会阴部护理，定期更换尿管和尿
袋，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根据患者病情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及
时调整液体和电解质摄入量，以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

对于严重肾功能衰竭患者，需给予肾
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等。

泌尿系统问题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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