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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综合护理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间我院收治的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84例，随机分为对照组(给予常规基础护理)和研究组(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各42例。分析两组患者护理

后的效果。结果：在QOL-BREF评分上，两组干预前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评分更高（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服务态

度、服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更高（P<0.05）。结论：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给予综合护理效果显

著，优于传统护理方法，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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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 
84 patients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routine basic care) and a study group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care for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 In terms of QOL-BREF 
sc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nd the score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Moreov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for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relation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service attitude, service technology, service efficiency, service quality, time management)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surpassing traditional nursing 
methods,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further enhanc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Comprehensive nurs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简称上感，也称作感冒。和公众广

泛了解的普通感冒不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除了感冒之外，

还有急性病毒性咽炎、急性喉炎、急性扁桃体炎等其他三

种类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发病率最高的临床疾病，多

有自限性趋势，冬春季多发，成人几乎每年就会患病两次，

儿童发病率更高 [1]。虽然说该病并不严重，但容易反复发作，

还会阻碍到患者的呼吸，对此要积极就诊治疗，还要配合

相应的护理工作。因此 , 本研究主要探讨综合护理在急性

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患者84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42例，男21例，

女 21 例，年龄 24 ～ 62 岁，平均年龄（43.51±0.31）岁；

观察组（42 例，男 20 例，女 22 例；年龄 22 ～ 65 岁，平

均年龄（43.05±0.27）岁。使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进行分析后显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差异较小，对

本次研究结果没有影响，（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基础护理，观察组患者给予综合

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1）咳嗽护理：

如患者的咳嗽症状严重，则要重视咳嗽护理，建议患

者在发病期间多喝温热的开水，多进食一些新鲜的蔬菜或

是水果，这样能够改善咽痛或是咳嗽等不适的症状。如合

理进食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能

力，促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健康恢复。

（2）发热护理：

大部分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人会产生高烧不退的症状，

对此应当注意静卧休息，可使用冷敷或是温水擦浴等物理

方法来降温，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如退热效果不理想的话，

则应当咨询医生服用一些降温药物，还要注意水分的摄入。

（3）感染预防护理：

由于该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发病后应当隔离，减少

不必要的探视，以免将该病传染给他人。尤其是病人咳嗽

或是打喷嚏时，切记不可以对着他人，可使用纸巾将口鼻

捂住。

（4）环境护理：

对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而言环境护理也是非常重

要的，应当为病人提供较为舒适的居室环境，且要控制好

室内的温度或是湿度。如果病人的咳嗽症状过于严重，则

室内的湿度要大一些，还要注意预防口感咽痛等症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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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定时开窗通风、透气。

（5）饮食护理：

患者需要避免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这些食物

带有一定刺激性，可能干扰到机体恢复。建议适当多吃高

维生素的水果和蔬菜，也可以适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鱼肉、鸡肉、牛肉等，帮助补充机体所需的能量；

（6）药物护理：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需要及时配合医生进行抗感染

药物的治疗，可以口服阿莫西林胶囊、头孢克肟分散片等

药物，如果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还需要联合化痰止咳

类药物治疗，如止咳糖浆，以加快身体的恢复；

（7）生活护理：

患者出现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还应尽量多休息，避

免剧烈的运动以及过度的体力劳动，不熬夜、不剧烈运动，

减少对机体的负担。

（8）心理护理

对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应当展开心理疏导，家属

或是医护人员应当多安慰患者，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并且要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当患者出现心理障碍时，则

应当咨询心理科医生，必要时展开心理疏导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生存质量，采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QOL-BREF）进行评估，总分均为 25 分，分值越高，生

存质量越好。

（2）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制定的满意度调

查问卷进行评估，Cronbach'sα=0.869，包括服务态度、服

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等，分值分别为

0~10 分，分值与满意度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 sx ± ）表示，进行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 两组生存质量对比

本次研究发现，在 QOL-BREF 评分上，两组干预前比

较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
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

评分更高（P<0.05）。详细内容见表 1。

表 1 两组生存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关系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2 13.38±3.65 22.19±2.13 12.46±3.54 21.69±2.62 14.17±3.73 22.85±1.64
对照组 42 13.41±3.59 18.42±2.58 12.37±3.52 17.43±2.96 14.25±3.68 18.71±2.08

t - 0.038 7.303 0.117 6.984 0.099 10.129
P - 0.970 0.000 0.907 0.000 0.921 0.000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满意度对比

本次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满意度（服务

态度、服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更高

（P<0.05）。详细内容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服务态度 服务技术 服务效率 服务质量 时间管理

观察组 42 9.12±0.71 9.04±0.79 8.86±0.92 8.94±0.88 8.84±0.91
对照组 42 7.46±1.13 7.18±1.45 6.98±1.26 7.09±1.32 7.15±0.95

t - 8.061 7.300 7.809 7.557 8.32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3 讨论讨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病原因大多是由病毒感染引起，

常见的病毒包括鼻炎病毒、副流感病毒、柯萨病毒、腺病

毒等；也有一些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细菌感染引起的比

较少，可以直接感染或者是继发于病毒感染之后，以溶血

性链球菌多，其次为肺炎球菌、葡萄球菌等。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的发病机制是当机体受凉、淋雨、过度劳累等情况

下使机体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降低，致使体内的病毒细菌或

者是直接接触含有病原体的患者的喷嚏、空气以及污染的

手和用具，包括餐具等直接地诱发急性呼吸道感染 [2-3]。

临床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往往和患者的年龄、

身体抵抗能力等等有很大的关系，本病发生后，患者可以

出现局部症状和全身症状，其中局部症状比较常见，主要

表现为鼻部症状，如鼻塞，打喷嚏，鼻部骚痒，或者流清

水样鼻涕等等，应当引起注意。人体的呼吸系统，由于长

期与外界环境有密切的接触，故而也容易受到外来物质的

入侵，从而导致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4]。目前，呼吸

系统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病人除了通过药物积极治疗外，日

常的护理工作也是非常关键的 [5-6]。综合护理是指以护理程

序为核心，将护理程序系统化，在护理哲理、护士的职责

与评价、标准化的护理计划、病人教育计划、出院计划、

各种护理表格的填写、护理质量的控制等方面都以护理程

序为框架，环环相扣，整体协调一致，以确保护理服务的

水平及质量 [7]。它融合了责任制护理及小组护理的优点。

综合护理的目的是提高护理质量，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减少医疗费用，提高护理效率，改善护理环境，提高护理

人员的技能水平，提高护理服务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8]。

本次研究发现，在 QOL-BREF 评分上，两组干预前比较无

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

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

评分更高（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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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态度、服务技术、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时间管理）更

高（P<0.05）。

综上所述，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给予综合护理效

果显著，优于传统护理方法，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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