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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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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护理干预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中的临床运用效果。方法 本次实验研究的对象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230 例，其入院接受治

疗的时间在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之间，按照随机平均法将患者分为接受护理干预的干预组（n=115）和接受常规护理的参照组（n=115）。

结果 在护理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的比较上，干预组患者明显优于参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结论 运用护理干预为呼吸内科重

症患者提供护理服务不仅仅可以提高护理效果，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患者的更好恢复提供了基础，值得在临床上进行广泛的

推广。 
关键词：护理干预；呼吸内科；生活质量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spiratory internal medicine patients with 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s.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al study were 230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between October 2017 and October 2018.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averag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n=115)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care (n=115).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provide nursing service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providing a basis for better recovery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extensive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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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疾病属于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类型，大多数患者

病程较长，复发率高，患者在临床上存在呼吸困难、咳嗽、咳痰以

及精神状态不佳等临床症状，其重症患者病情更为严重，如果不能

给予及时的治疗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或者是死亡[1]。有相

关的实验研究表明在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提供治疗的过程中，优质

护理服务方案的运用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患者疾病的康复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就应该分析更好

的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护理方法[2]。本次实验研究的对象为呼吸内科

重症患者 230 例，其入院接受治疗的时间在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之间，观察了护理干预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中的临床运用效

果，详细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本次实验研究的对象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230 例，其入院接受

治疗的时间在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之间，其中男 129 例，女

101 例，患者年龄在 22-7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8.7±3.4）岁，

所有患者均符合呼吸内科重症的诊断标准，且均知晓本次实验研究

的方法、目的等，自愿参与本次实验研究，按照随机平均法将患者

分为干预组（n=115）和参照组（n=115）。在基本资料的比较上两

组患者无明显差异（P>0.05)，可以进行组间比较。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呼吸内科重症护理服务，保证患者各项生

命体征的稳定，同时对其各项生理指征进行观察和监测，同时，也

应该做好患者的卫生护理和用药指导，干预组患者在参照组基础上

加用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2.1 心理干预：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由于担心病情和疾病导致

的不适感非常容易出现焦虑、不安和恐惧等各种负性情绪，因此，

为了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护理人员，就应该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

首先，应该与患者进行积极的沟通与交流，了解患者的真实想法，

进而针对性的为其提供心理疏导；其次，也应该尽量的满足患者在

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让其得到充分的尊重；最后，就是应该

讲疾病的发生原因、治疗方法以及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向患者进

行解释和说明，并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 

1.2.2 病情观察：护理人员应该为患者提供全面的病情观察，观

察咳嗽的时间、性质、音色以及咳痰的数量、气味与性质，在观察

患者神志、脉搏、体温、呼吸的同时定期检测患者的尿量。同时，

也应该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通过患者具体情况的改变注意其是否

出现了左心肾衰竭、肺梗死、支气管哮喘发作以及病情加重等情况，

以便给予及时和有效的处理。 

1.2.3 生活干预：护理人员应该保证患者所处环境的干净、整洁

与舒适，保证病房空气流通，并定期进行消毒，检测室内空气情况，

保证空气清新。同时，护理人员也应该为患者提供饮食指导，让患

者多进食低碳、高营养、蛋白质以及热量和维生素的食物，尽量避

免进食辛辣刺激食物，并以少食多餐作为基本原则，在保证营养充

足供应的同时避免因为过度饮食所导致其他病症对患者造成的影

响与伤害。 

1.2.4 通气干预：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大多存在呼吸不畅、咳嗽、

有痰等情况。因此，护理人员应该在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或者是缺氧

情况时给予其吸氧，以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时，也应该定期对

患者的呼吸道进行检查、清理，帮助患者排痰并确保患者口腔的清

洁。 

1.3 观察指标 
对本次实验研究中干预组与参照组患者护理效果以及生活质

量均进行观察和记录，为实验统计和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护理效果判定标准[3]：患者接受护理服务后呼吸困难等临床症

状逐渐或者是完全消失为有效；患者接受护理服务后呼吸困难等临

床症状有明显缓解或者是得到控制为改善；患者接受护理服务后呼

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无变化甚至有加重情况为无效，有效率=（有效

例数+改善例数）/总例数×100.0%。 

生活质量采用 SGRQ 量表[4]进行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症状情

况、活动情况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三个平方面，共有 76 个小的

条目，患者得分越低表示其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将实验研究中两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均录入到 SPSS18.0 统计学

软件中，并运用这一软件实现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计数与计量资料

的表示方法分别为率（%）和均数标准差（X±S）表示，并采用卡

方（X2）实现检验，P<0.05 表示组间差异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在护理效果的比较上，干预组患者明显优于参照组患者，

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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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组别 例数 有效 改善 无效 有效率 

干预组 115 68 45 2 98.3% 

参照组 115 59 40 16 86.1% 

2.2 干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参照组患者，组间差异

性显著（P<0.05）。详见表 2。 

表 2     干预组与参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分析比较 

组别（n） 症状情况 活动情况 对日常生活

影响 

总体评分 

干预组（n=115） 30.54±3.98 31.58±4.39 33.28±2.74 33.58±3.79 

参照组（n=115） 41.23±4.66 40.54±4.12 42.56±3.84 42.65±4.33 

3 讨论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一般比较严重，大多数患者均存在胸

痛、咯血、咳痰、呼吸困难以及咳嗽等临床症状，病情变化较快。

因此，为了更好的缓解患者的病情，提高治疗的有效性和质量，在

为患者提供治疗服务的过程中应该配合优质、全面和具有针对性的

护理方案[4]。 

在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护理干预在心

理护理上的运用有效的改善了患者的负性情绪，让患者对疾病有更

多了解，提高其治疗的积极性和信心，同时，也做好了患者的病情

观察，避免了各种突发和不良情况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和威胁[5]。在

此基础上护理干预中生活干预的运用为患者营造了良好的治疗环

境，规范了其饮食结构，为治疗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而通气干预则

保证了患者的呼吸道顺畅和口腔的清洁，减少了呼吸困难等情况发

生的概率，由此可见护理干预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首选护理方案
[6]。在本次实验研究中，在护理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的比较上，干预

组患者明显优于参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 

综上所述，运用护理干预为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提供护理服务不

仅仅可以提高护理效果，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患者的

更好恢复提供了基础，值得在临床上进行广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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