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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呼吸衰竭护理中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前来本院诊疗的 100 例呼吸
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抽签法将研究对象均等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以此为基础实施人性化优
质护理服务，对两组住院时间、生活质量以及患者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的住院时间相较于对照组较短，且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以及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呼吸衰竭护理中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能够缩减患者住
院时间，并能够提升其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护理服务更为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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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在临床属于一种危急重症，一般多少由慢阻肺所致[1]，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还需要给予患者有效的护理服务，使患
者的疗效得到保证，随着临床护理的发展，护理服务过程中越来越关
注病患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以及护理工作质量的提升，从而使患者对
护理服务的需求得到满足，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既能够以患者为中心
实施护理服务，从而提升患者满意度，又能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
足患者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为了研究呼吸衰竭护理中应用人性化优质
护理的效果，本次研究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前来本院诊疗
的 100 例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现将报道示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前来本院诊疗的 100 例呼吸衰
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抽签法将研究对象均等分为观察组及
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30:20；年龄 47~72 岁，平均年
龄（62.82±6.27）岁。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29:21；年龄 46~71 岁，
平均年龄（62.48±6.21）岁。经对比两组的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对比。 
1.2 主要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服务，术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的主要内容是使患者了解疾病相关知识以及手术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一些事项等；术中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密切观察；术后对患者产生
的疑问进行耐心解答，并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对患者术后情况进
行密切观察和记录，若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医生进行处理。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内容如下： 
（1）构建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小组，有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

另选科室专业护理人员为组员，并制定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计划，
此外，还应该对小组定期进行专业化培训，提升小组成员业务素质
和工作能力。 

（2）做好手术室护理工作，对患者接诊之后，应该事先通知
医生，并将患者的基本情况告知医生，确保患者能够被顺利诊疗，
同时还应该将患者所需设备、药品等进行准备，尽量做好与医生的
配合工作，术中还应对患者呼吸道出现的异物进行及时清除，从而
使手术效率得到提升。 

（3）重视术后护理，术后应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密切观察，并
将相关临床指标进行有效记录，若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应于第一时
间与医生取得联系，并做进一步处理。 

（4）围术期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在手术治疗前、中、后
均需要对患者实施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主要是由于疾病以
及手术治疗必定会对患者心理状态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健康教育
能够使患者对疾病及其治疗有所了解，从而使患者的依从性提升，
进而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医护人员的各项操作，而心理护理则是针
对患者在围术期出现的负性情绪和心理而采取的护理措施，通过心
理护理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和负性心理，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精
神状态，从而更加有利于疾病的顺利治疗，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心
理方面的舒适度得到提升。 

（5）实施个性化护理。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时，由于患者个体
存在差异，导致每位患者对护理需求有所不同，故护理人员在对患
者施护时，应该根据患者个性化需求实施对应的个性化护理，使患
者的需求得到满足。 
1.3 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主要以住院时间、生活质量评分（据 SF-32 量表评测）

以及总体满意率（据院内自制满意度调查表评测）。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使用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0.0，将（`x±s）代表计量
资料，经 t 检验，将%代表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差异明显时，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两组住院时间及生活质量对比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的住院时间相较于对照组更短，且观察组的
生活质量评分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住院时间及生活质量对比（`x±s） 
组别 住院时间（d） 生活质量评分（分） 

观察组（n=50） 16.84±1.62 94.27±9.36 
对照组（n=50） 21.07±2.06 81.06±8.09 

t 5.942 6.028 
P ＜0.05 ＜0.05 

2.2 两组满意度对比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明

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 
意率 

观察组 50 29（58.00）20（40.00）1（2.00） 0（0.00）49（98.00）
对照组 50 12（24.00）29（58.00）8（16.00） 1（2.00）41（82.00）

X2      12.624 
P      ＜0.05 

3 讨论 
呼吸衰竭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

措施，不仅能够使疗效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不适感得到改善，但采取何种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是当前
临床护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呼吸衰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经
受的创伤以及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均会使患者的身心造成严重影响，
从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且每一名患者的心理需求不一，
所以在对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患者身心舒适度以
及患者个体需求。人性化优质护理能够在患者围术期内给予专业的
护理服务，并根据患者个体化差异给予个性化护理，通过人性化优
质护理能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经实施人性化优质护理，其住院时间相较
于对照组较短，且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
照组更高，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结果表明，人性
化优质护理能够通过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
利于患者早日康复，从而缩减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经济压力，使患
者的满意度提升。 

综上所述，呼吸衰竭护理中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能够缩减
患者住院时间，并能够提升其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护理服务更为满
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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