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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生活节奏的改变，各类急危重症越来越多。
而各种新型监护仪器设备的投入和使用，重症监护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与推广。
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重症监护护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日益突出
的作用。
为了适应危重症患者的护理需求，培养高素质的重症监护专业护理人才，进一步提高对危重症患者的
救护水平，重症监护护理学专门教材的出版成为当务之急。
在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的领导下，我们编撰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以科学、实用和创新性为特点，以“必需、够用”为度，从临床需求和教学实际出发，结合本
专业培养目标，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突出护理教育的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突
出重症监护的护理特点，充分反映重症监护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着力提高护理人员和学
生的重症监护护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内容重点突出，以危重症患者的细节护理为主线，强调重症监护
室的管理，增加了危重症患者的沟通技巧、健康教育特点，以及危重症患者的伦理道德内容，凸显了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特色；编写中与基础护理学等交叉的内容简写或不写；最能体现本教材创新性的是
，为方便学生掌握知识，每章之首有学习目标，实时穿插相关知识链接和案例分析，每章之后有针对
性的思考题，文末附有参考文献，方便学生理解、应用和查阅资料。
本教材共有十章内容，包括：绪论、重症监护室的工作范围与设置、重症监护室的监护程序、重症监
护室的护理管理、重症监护技术、导管护理技术、危重症患者的基础护理、危重症患者体位转换技术
、危重症患者的沟通技巧、危重症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
本教材主要供本、专科护理专业学生使用。
此外，也可作为医疗卫生单位护理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以及岗位培训的参考书。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湖北医药学院和护理界同仁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
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和编写时间仓促，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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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症监护护理学》在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的领导下，我们编撰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以科学、实用和创新性为特点，以“必需、够用”为度，从临床需求和教学实际出发，结合本
专业培养目标，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突出护理教育的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突
出重症监护的护理特点，充分反映重症监护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着力提高护理人员和学
生的重症监护护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内容重点突出，以危重症患者的细节护理为主线，强调重症监护
室的管理，增加了危重症患者的沟通技巧、健康教育特点，以及危重症患者的伦理道德内容，凸显了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特色；编写中与基础护理学等交叉的内容简写或不写；最能体现本教材创新性的是
，为方便学生掌握知识，每章之首有学习目标，实时穿插相关知识链接和案例分析，每章之后有针对
性的思考题，文末附有参考文献，方便学生理解、应用和查阅资料。
　　本教材共有十章内容，包括：绪论、重症监护室的工作范围与设置、重症监护室的监护程序、重
症监护室的护理管理、重症监护技术、导管护理技术、危重症患者的基础护理、危重症患者体位转换
技术、危重症患者的沟通技巧、危重症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
　　本教材主要供本、专科护理专业学生使用。
此外，也可作为医疗卫生单位护理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以及岗位培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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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重症监护护理学的学科特点与要求第三节 护理伦理在重症监护护理学
中的应用第二章 重症监护室的工作范围与设置第一节 ICU的工作范围第二节 ICU基本设置与要求第三
节 ICU工作人员配置第四节 ICU与各专科的关系第三章 重症监护室的监护程序第一节 ICU患者的接收
与护理要点第二节 病情判断第三节 呼吸、心搏骤停的紧急处理第四章 重症监护室的护理管理第一节
ICU内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第二节 ICU护理工作制度第三节 ICU护理文件书写及管理第五章 重症监
护技术第一节 心电监护第二节 血流动力学监测第三节 呼吸功能监测第四节 体温的监测第五节 中枢神
经系统监测第六节 肾功能监测第七节 机械通气护理第六章 导管护理技术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人工气道
的护理第三节 常用导管的护理第七章 危重症患者的基础护理第一节 危重症患者的营养支持第二节 危
重症患者的清洁卫生第三节 危重症患者的排泄护理第四节 危重症患者的输液护理第五节 危重症患者
的输血护理第六节 危重症患者冷疗法的护理第七节 热疗法应用与护理第八章 危重症患者体位转换技
术第一节 危重症患者体位转换第二节 危重症患者的转运第三节 危重症患者转运中的管理第九章 危重
症患者的沟通技巧第一节 危重症患者沟通的重要性第二节 危重症患者有效沟通的条件第三节 沟通在
危重症患者心理护理中的应用第十章 危重症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第一节 危重症患者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第二节 危重症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第三节 危重症患者的健康教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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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54年3月。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与法国参加了战争，对付沙皇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略。
由于战地条件非常恶劣，负伤的英国士兵死亡率高达50％，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前往前线医院进行战地救护，克服重重困难。
改善环境，清洗患者伤口，消毒物品，改善营养，重视心理护理，帮士兵与工人通信，兼顾伤员身心
两方面的需求。
南丁格尔在《护理札记》中曾记载：“将危重患者或手术的患者安置在靠近手术室的一个小房间中，
并让一名看护单独管理这位危重患者直至患者恢复或至少从手术的即时影响中解脱。
”由于她和全体护理人员的努力，短短半年时间，英国前线伤员的死亡率下降到2.2％，她们的卓越成
绩受到了前线人员和全世界的赞誉，也充分说明了重症护理工作在抢救危重伤员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专门为危重患者或术后患者开设的“小房间”，即为重症监护室的雏形，同时为重症患者进行的
专门看护工作就是重症监护护理学的起源。
以后这种“小房间”的护理服务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失血、休克、大面积烧伤、严重创伤等危重患者
，20世纪20年代正式被称为“术后恢复室”  （recovery room）。
（二）重症监护护理学的发展与现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量战伤和失血性休克患者的产
生，欧洲各地纷纷建立了创伤中心和休克病房，使创伤和休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而这些治疗中心即为ICU雏形。
20世纪50年代，北欧暴发流行性脊髓灰质炎，许多患者伴有呼吸肌麻痹、不能自主呼吸等症状，为抢
救呼吸衰竭患者，M.Cara教授组建了一个急救小组，把患者集中在一起，辅以“铁肺”帮助呼吸，配
合相应的特殊护理技术，帮助患者度过呼吸困难期，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用于监护呼
吸衰竭患者的“监护病房”。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电子仪器设备的发展，应用于病房的各种新型轻便人工呼吸机、
心电示波仪、除颤器及血液透析机等设备陆续出现，重症监护护理进入了有先进抢救设备的崭新阶段.
而且这些仪器设备被不断完善、创新。
60年代末，气囊漂浮导管的发明。
使循环监测技术安全方便地应用到患者身上，这些监测技术拓展了临床监测的范围和治疗能力。
为危重症患者专业化的治疗和护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美国家的一些大的医疗中心将现代监护仪器设备集中使用，相继建立了
重症监护治疗病房，如冠心病ICU、呼吸ICU等，重症监护护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ICU已成为危重医学的实践基地，促进了危重医学的发展。
随着危重症病理生理学研究的进展。
人们已经从整体上认识到危重症患者尽管发病病因各不相同，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可能面临出现心
、脑、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的损害，并逐渐成为严重威胁生命的一大难题。
在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对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其难度和要求已超出一般临床专科能力，
有必要将危重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给予单独治疗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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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症监护护理学》：全国高等教育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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