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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血液科易感染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整体护理在血液科易感染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18 年血液科收治的 12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采取整体护理，比较两组患
者感染情况及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感染情况低于对照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整体护理应用于血液科护理工作中效果良好，能够有效避免患者感染，从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治疗效果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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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患者的症状主要是贫血、出血和发热，生物、化学、物
理、遗传、污染等是引起血液疾病的相关因素。一旦血液疾病恶化，
患者极易感染，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
一些研究数据表明，血液科患者医院感染的风险是一般科室的 3-4
倍。一旦感染发生，它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往往很难控制[2]。本文
主要探讨整体护理在血液科传染病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血液科收
治的 12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男 63 例，女 57，年龄 18~76 岁，平
均（58.33±6.27）岁。随机选取 60 例作为观察组，另 60 例作为对
照组。2 组患者性别、年龄、伴发疾病及既往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按医嘱用药、运动指导和饮食指导。
观察组采用整体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1）密切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如出现发热、咳嗽、口腔溃疡等临床症状，应及时通知主治
医生，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2）血液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免疫力
普遍下降，主要原因是白细胞水平下降。因此，护士需要及时监测
患者白细胞水平，对白细胞水平低的患者进行保护性隔离，定期对
病房空气进行消毒，对患者进行良好的保健，以减少导致病情恶化
的危险因素。（3）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护士必须严格遵循无菌操作

的原则。一旦患者白细胞水平下降，他们需要保护性隔离患者，并
注意自身的消毒，以确保患者在无菌条件下得到护理。（4）在对血
液病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护士必须对血液病患者及时、定量用药，
严格控制药物浓度。同时，要制定患者饮食计划，采取少吃多餐的
原则，避免给患者提供刺激性、优质的食物，以降低胃肠道和口腔
出血的风险。（5）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应主动、及时与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和沟通，并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血液病的
治疗和护理方案，以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从而消除焦虑、焦
虑。患者的焦虑和焦虑，为今后的治疗和护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感染情况，采用医院自制满意度
调查表评估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评估内容包括科室护患关
系、护患沟通、健康教育、细节服务满意度等指标；提供满意、较
满意、一般、不满意、不了解 5 个选项，分值为 5~1；分值越高表
示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感染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感染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感染情况比较 

组别 败血症 下呼吸道感染 肛周感染 口腔黏膜感染 

对照组（n=60） 7(11.67%) 11(18.33%) 5(8.33%) 6(10%) 

观察组（n=60） 3(5%) 5(8.33%) 1(1.67%) 1(1.67%)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分） 
组别 护患关系 护患沟通 健康教育 细节服务满意度 
对照组（n=60） 3.3±0.2 2.8±0.4 3.2±0.8 3.3±0.7 
观察组（n=60） 4.4±0.6 4.5±0.7 4.4±0.6 4.5±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血液疾

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血液病的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病
理性出血和全身反应。导致血液疾病的因素非常复杂，如化学污染、
物理辐射、生物遗传等。血液病患者易受各种并发症的影响，这些
并发症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5]。因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保证
治疗效果的前提。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整体护理，密切观察患
者生命体征，做好消毒，及时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加强患者用药安
全，制定科学的患者饮食方案，从多方面避免感染的可能性，减少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根据资料分析，观察组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整体护理应用于血液科护理工作中效果良好，能够
有效避免患者感染，从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治疗效果及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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