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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大多数慢性病和常见病都在社区得到解决，入院患者的病情日益危重，为了保证各种急危
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年来，重症监护病房的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抢救技术和监测技术不断发展
，各种新的用于抢救和监测的仪器投入临床，对ICU的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重症监护技术是ICU护理人员必备的护理技术。
本书共分14章，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ICU总论（第1～5章），介绍了ICU的基本建设和管理、心
理护理、营养支持、感染的控制等；第二部分是重症监测技术（第6章），介绍了重症患者常用的监
测技术；第三部分是ICU的护理技能（第7～14章），侧重介绍了各种监护仪器的使用与维护、各种导
管、人工气道与机械通气护理、重症监护记录的书写等。
本课程教学计划总学时为54学时，其中理论40学时，初中4学时。
各授操都是可根据本校常常计划灵活把握（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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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重症监护技术（供护理、助产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以ICU护士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主线，力求体现&ldquo;三贴近&rdquo;（贴近职
业，贴近岗位、贴近学生）、&ldquo;三特色&rdquo;（理论够用、着重能力、突出实用）。
在编写中，侧重于护理人员应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属于医疗的部分尽量删减。
《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重症监护技术（供护理、助产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可作
为卫生职业教育护士的选修课程或ICU护士的培训教材，又可作为临床医护人员和医学生的参考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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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护理一、适应证二、操作步骤三、护理第三节　气管内插管术的护理一、适应证二、气管内插管
术的配合三、气管内插管术后的护理第四节　气管切开术患者的护理一、适应证二、手术配合三、术
后护理第9章　机械通气及护理第一节　简易人工呼吸器的使用一、基本结构二、适用范围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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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操作方法第四节　多功能监测仪的安全使用与故障排除第五节　多功能监测仪的清洁消毒与维
护一、清洁消毒二、维护与保养第11章　除颤仪的使用与维护第一节　除颤仪的工作原理与基本结构
一、工作原理二、基本结构第二节　除颤仪的操作步骤一、准备步骤二、操作步骤三、结束步骤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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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亚低温治疗仪的使用与维护第一节　工作原理与基本结构一、工作原理二、基本结构第二节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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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四、实习作业实习二　重症监护室感染的预防一、实习目的二、实习内容三、实习方法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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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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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调查法是通过座谈、询问、问卷等形式收集患者的有关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行心理
评估的一种方法，调查对象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知情人”，即亲友、同事等。
危重症患者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患者的亲属。
调查的内容应尽可能广泛详细，如患者的身份、就诊的原因、既往病史、人格特征、家庭情况、社会
地位、人际关系、有无心理异常及其表现、程度、诱因、性质等。
只有详尽地收集资料，才能准确地做出评估。
调查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信息量大，不足之处是调查法常常是间接性评估，材料的真实性易受被调
查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心理测验法是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对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进行客观的标准化的测量，是测量
心理现象的数量化手段。
所得结果与常模进行比较，故可避免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心理测验是心理诊断中最常用的且较
科学的测试方法。
心理测验使用的各种工具称为量表。
临床上常用的量表主要有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症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医院紧张事件评定量表、社会支持系统评定量表等。
包括生理、生化及实验室检查。
通过一些生理指标的改变协助判断患者的心理状态。
例如焦虑患者可能伴有心率、脉搏增快，血中儿茶酚胺浓度增高；恐惧患者可能伴有血压升高等。
心理护理，是指护理人员在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基础上，应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言行举止影响
和改变患者的认知、情绪与行为，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以促进患者康复的护理过程。
做好心理护理的必要条件是护士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护士对患者存在的心理问
题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评估。
否则，护士无法介入患者的内心世界，难以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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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症监护技术》供护理、助产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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