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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循证护理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将在 2019 年 1 月-2019 年 7 月期间于我院进行治疗的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纳入实验对象，共随机抽取 128 例。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应用组，每个组别 64 例。对照组采

取常规护理模式，应用组采取循证护理模式，对比观察两组实验对象的治疗有效率和患者满意程度。结果：应用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治疗

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实施循证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有效率，从而

有利于提升患者满意程度，缓和医患关系，值得推广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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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临床上常见的皮肤病，该疾病会累及患者多

个身体器官和身体系统。因此，该疾病若经确诊应立即采取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由于药物作用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一定程度

改变，极易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为了提高该疾病的治愈率，

且加快患者的恢复时间，我院采用了循证护理模式对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进行治疗。循证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方式，是指护理人员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实证结果对患者进行护理。这种护理模

式以患者为中心，能够有效节省护理成本。本文主要将其在治疗系

统性红斑狼疮效果进行综述，希望其能对临床护理提供参考性意

见。 

1.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2019 年 1 月-2019 年 7 月期间于我院进行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纳入实验对象，共随机抽取 128 例。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

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应用组，每个组别 64 例。对照组采

取常规护理模式，男 35 例，女 29 例，年龄 24 岁-63 岁，平均（46.21

±3.5）岁；应用组采取循证护理模式，男 33 例，女 31 例，年龄

26 岁-64 岁，平均（47.54±4.1）岁。将两组实验对象的基本资料

进行检测，组间无明显区别（P＞0.05），故可进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1）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和护

理，包括用药指导、日常护理、生活指导等方面。同时，还应对患

者进行基础健康教育指导，并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观察和记录。

如需必要，还可以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 

（2）给予应用组循证护理干预：首先，护理人员应查阅有关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得文献和论著，获取科学和实用性的资料，然

后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获得结果，根据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

措施。具体内容为：①增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干预，通过对患者进行

疾病知识的讲解，提高患者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认知程度，不断增强

患者战胜疾病的自信心和积极性[1]。②增强预防护理，告知患者做

好感染预防的重要性，培养其进行自主护理的习惯。护理人员应叮

嘱患者定时刷牙漱口，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皮肤变化，以便及时防

治感染。同时，医院应严格控制探视时间，以防止外部细菌的侵入
[2]。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要加强对病房的消毒护理，可采用紫外线

进行高强度消毒。③不同病情程度的患者其护理方案应有所不同，

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不断优化调整护理方案[3]。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情况，计算治疗有效率。 

（3）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情况，计算治疗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SPSS17.0 软件应用分析,x2 检验数值,以(%)体现，t 检验数值,以

( x ±s)体现,若出现结果 P＜0.05，分析存在统计价值。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情况对比 

应用组患者痊愈和有效例数多于对照组，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儿治疗有效情况[n（%）] 

组别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64） 19 32 13 79.68％ 

应用组（n=64） 36 24 4 93.75％ 

x2    4.4944 

P    0.0190 

2.3 两组患者治疗满意率对比 

应用组患者满意和一般满意例数多于对照组，总满意率高于对

照组，P＜0.05。 

表 3 两组患儿及其家属满意情况[n（%）] 

组别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n=64） 19 31 14 78.12％ 

应用组（n=64） 35 27 2 96.87％ 

x2    10.2857 

P    0.0013 

3.讨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具有治疗难度大、治疗周期长、根治率低等特

点，给患者的心理、生理、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4]。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护理模式由单一的基础护理

演变成注重患者心理和生理的优质护理模式。循证护理作为新型护

理模式，其可以根据患者不同需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

够有效缓和医患关系[5]。 

根据上述实验可知，循证护理能将该疾病的治疗有效率从

79.68％提升至 93.75％。此外，循证护理能将应用组患者的治疗满

意率提升至 96.87％，远高于对照组的 78.12％。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作为新型护理模式，能够有效提升系统性

红斑狼疮的治疗有效率，从而加快患者的恢复程度，值得推广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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