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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整体护理在血液科易感染疾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次实验共选取了 76 例血液科患者，纳入时间段为 2019.1 月~2020.2
月，所有患者均存在感染风险，在入组后将所有患者按照护理措施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8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
临床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则是实施整体护理措施，对比在不同护理措施下两组患者的感染率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感染发生率为
10.52%，对照组感染发生率为 39.47%，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7.36%，对照组
护理满意度为 84.21%，观察组明显更佳，（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对于存在易感染风险的血液科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具有显
著的效果，能够有效的降低感染率，提高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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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次实验共选取了 76 例血液患者作为实验对象，采用对

比实验的方式分析对于血液科易感疾病护理中，实施整体性护理措
施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选取了 76 例血液科患者，纳入时间段为 2019.1 月
~2020.2 月，所有患者均存在感染风险，在入组后将所有患者按照
护理措施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38 例。所有
患者均为自愿处参与本次实验，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
标准。对照组 38 例患者中，男女例数比为 21∶17，年龄区间 18~72
岁，平均年龄为（39.42±1.55）岁；观察组 38 例患者中，男女例
数比为 20∶18，年龄区间 20~68 岁，平均年龄为（42.73±1.32）岁；
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措施，即包括了健康宣教、用药护
理、饮食指导等；观察组患者则是实施整体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
下： 

首先，需要加强对患者的病情监测，严密观察患者血压、心率、
呼吸、血氧等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一旦患者出现体征异常，则及
时报告医生进行相应的治疗措施，避免患者出现感染等并发症。例
如，当患者出现呼吸急促、体温升高等症状时，则表示可能出现感
染症状，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其次，需要加强对患者白细胞水平的检测。由于血液病患者需
要长期使用药物进行治疗，进而会出现免疫力的下降，感染风险相
对于其他疾病患者更高[1]。所以，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白细胞水
平进行定期的检测，并将包细胞水平较低的患者进行保护性的隔
离，降低其出现感染的几率。同时，需要营造清洁的病室环境，定
期进行消毒，避免细菌和微生物的滋生。 

再次，在对存在易感染风险的血液病患者进行护理操作时，需
要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原则和无菌操作原则，从而可以降低患者出现
感染的几率。尤其是针对于白细胞水平较低的患者，需要加强护理，
并将其与存在感染源的患者进行隔离。 

最后，需要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和饮食护理。血液病患者的
饮食需要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为主，以提高患者的机体免
疫力，加强身体素质，降低感染几率[2]。同时，由于受到疾病的影
响，患者会出现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因此，
护理人员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消除其负面情绪，提高其治
疗积极性，使患者树立治疗自信心。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护理措施下两组患者的感染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作为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对本次实验中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以（%）表示为本次实验的感染发生
率和护理满意度，经 X2 值检验后，以（P＜0.05），表示数据之间差
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感染发生率（%） 

组别 例数 败血症 下呼吸道 
感染 

肛周感染 口腔黏膜 
感染 

总感染 

观察组 38 0 2 1 1 4（10.52） 
对照组 38 3 6 4 2 15（39.47）

X2 值      15.7265 
P 值      ＜0.05 

观察组感染率为 10.52%，对照组感染率为 39.47%，观察组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8 29 8 1 97.36% 
对照组 38 23 9 6 84.21% 

X2 值     11.2489 
P 值     ＜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7.36%，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84.21%，
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由于受到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血液系统疾
病的发生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对于血液病的治疗临床上多
采用化疗和放射治疗的方式，在长时间的治疗下，会造成患者的免
疫力受到影响，身体素质逐渐下降[3]。因此，对于血液病患者的临
床护理中，避免患者出现院内感染是护理重点之一。具体来说，针
对于血液病患者易感染风险较高的特点，需要对其实施整体护理措
施，从病情监测、白细胞检测、饮食护理、心理疏导等，来提高临
床护理的效率，降低患者出现感染的几率[4]。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实施整体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感染率和
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40.52%、97.36%，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
其感染率和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39.47%、84.21%，观察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由此可知，整体护理对于血液科易感染疾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显著，能够有效的降低患者出现感染的风险，提高护理满意度，值
得进行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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