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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风湿免疫疾病患者中的辅助治疗与肺部

并发症预防效果

汤景瑞

云南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 云南 昆明 650228

【摘 要】：目的：探究优质护理干预在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当中 的辅助治疗与 肺部并发症预防效果。 方法：选取 2020年 1月
-2021年 12月期间本院收治的确诊为 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86例，将其客观性随机 1:1分为 对照组与 试验组，每组 43例，对照
组使用常规护理方法，试验组使用优质护理方法，比较两 组护理干预后临 床指标、心理状态、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改
善程度评估。 结果：试验组临 床指标优于 对照组，将两 组的心理状态进行比较，试验组改善大于 对照组，分析两 组治疗期间
的并发症发生率，对照组高于 试验组，比较两 组护理满意度，试验组高于 对照组，两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方面意义 （P＜0.05）。
结论：在临 床上 对于 风湿免疫疾病患者优质护理有着良好的效果，有效降低了 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提升了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同时还多改善了 临 床指标，具有良好的护理前景，适宜在临 床上 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优质护理；风湿免疫疾病患者；肺部并发症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djuvant Therapy and Prevention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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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djuvant therapy and prevention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1:1,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high-quality nursing method.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psychological state,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index of treatment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compared two groups of psychological stat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ared two group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It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quality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mprove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also improves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which has a good nursing prospect and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High quality nursing;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immune diseases;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近几年风湿免疫疾病发病率持续升高，它包含着多种疾
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以 及系统红斑狼疮等，
其中 以 系统性红斑狼疮最为 常见，患者通常自身免疫系统存
在异常，并且 对多种器官系统有损害。 狼疮性肾炎属于 红斑
狼疮的严 重并发症之 一 ，并且 大部分成年红斑狼疮患者都会
对肺部产 生不 同的损害，增加肺部并发症发生几率，不 利于
后续治疗进行。 临 床对于 该疾病通常选择药物治疗方法，在
此期间还需要配合护理方法对患者全方面帮助，传统护理方
法一 般采取常规护理，它可以 使护理人 员帮助患者进行用药
指导，讲解生活中 的注意事 项，提高治疗效率。 随着时间发

展，常规护理的弊端也 逐渐显露出来，它过于 注重于 操作 内
容，往往会忽视患者心理健康，操作 过程不 够灵活。 优质护
理方法可以 很好地走进患者的生活与 心理世 界，从 各个 方面
了 解其需求，达到针对性有效护理，加快了 患者的身体恢复
情况，促进护患之 间联系，有着极高临 床应用价 值。 接下 来，
本文将就优质护理与 常规护理两 种不 同的护理方法进行对
比试验。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从 20 20 年 1 月-20 21 年 12月本院风湿免疫疾病患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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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86例作 为 试验样本，平均分为 试验组与 对照组，对照组
男女（31/12），年龄 18~40 岁，平均年龄（29.0 0 ± 3.67）岁；
试验组男女（32/11），年龄 19~39岁，平均年龄（29.0 0 ±
3.33）岁。 将这两 组患者将收集其一 般资料进行对比，结果
显示无差异，在统计学上 具有相互 对比意义 （P＞0 .0 5）。

纳入标准：（1）患者本人 签署试验知情同意书 。 （2）
患者经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诊为 风湿免疫疾病。（3）
患者可以 顺利配合试验，配合度符合试验标准。 排除标准：
（1）患者具有传染性疾病。 （2）患者与 家属配合度不 符合
试验标准，有中 途退出风险。 （3）患者具有精神疾病或心
功能不 全，对试验结果会产 生影响。 本试验已通过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同意。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由医护人 员对其进行入院

宣教，告知治疗流程和病情进展，根据医嘱做出护理计划并
实施，观察患者病情变化进展，在异常情况时通知医生进行
处理措施。

试验组：采用优质护理方法：（1）入院后对患者进行
全方位了 解，用温和的语气与 其进行交 流，掌握基本情况，
方便针对性护理，向患者讲解医院制度设施情况，帮助患者
缓解进入新环境的紧张情绪，讲解治疗的主 要原则和重要性，
必要时可以 查到以 前的康复案例供患者观看，提高合作 程度，
针对问题，详细回答，确保充分了 解治疗和护理过程。 （2）
告知患者饮食和生活中 注意事 项，讲解生活中 注意事 项对于
疾病的影响，使其了 解重要性，在饮食方面要坚持减少使用
增强光敏感的食物，比如芹菜、无花果，保持清淡饮食，多
吃优质蛋白，秉承着少食多餐的原则，控制饭量。 （3）关
注患者心理健康情况，保持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经常巡查
病房，营造一 个 舒适的治疗环境，促进和谐氛围，提高治疗
积极性。 （4）营造一 个 洁净卫生的住院环境，定期开窗保
证空气流通，按时消毒保证室内清洁度，定期对患者进行口
腔护理，使用不 同类型的漱口液达到杀菌、护理的作 用。

1 .3试验指标
（1）对比两 组临 床指标：临 床症状缓解时间与 住院时

间。
（2）对比两 组并发症发生率：肺部感染、上 呼吸道感

染、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
（3）SA S与 SDS评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 S）和抑

郁（SDS）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分。 SA S评分
标准为 正常：50 分以 下 ，轻度：50 -59分，中 度：60 -69分，
重度：70 分以 上 。 SDS评分标准为 正常：53分以 下 ，轻度：
53-62分，中 度：63-72分，重度：72分以 上 。

（4）护理满意度：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采用
我院自制的调查问卷，量表内容包括护理服务态度、言语沟
通是否科学、护理内容是否都合理等，满分为 10 0 分。 非常
满意 80 分及以 上 ，比较满意为 60 分及以 上 ，不 满意为 60
分以 下 。

1 .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8.0 统计学软件 实行数值统计处理，（x�± S）

作 为 计量资料表示，两 组之 间比较使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
X 2来进行检验，P＜0 .0 5证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2 结果

2.1 两 组样本临 床指标对比
试验组患者整体临 床指标各个 方面都要更加优质。 在统

计学上 具有差异意义 （P＜0 .0 5）。
表 1 两 组样本临 床指标评分比较（ x ± s，d）

组别
例
数

红斑缓解时
间（d）

发热缓解时
间（d）

住院时间（d）

对照
组

43 7.48± 1 .79 6.42± 1 .79 15.52± 1 .78

试验
组

43 5.45± 0 .47 4.59± 0 .33 12.79± 1 .21

t - 7.193 6.593 8.317

P -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2.2 两 组样本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采用临 床科学方法进行数据结合统计出两 组并发症发

生率进行比较，试验组数值表现更好。 在统计学上 具有差异
意义 （P＜0 .0 5）。

表 2 两 组样本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

组别 例数
肺部
感染

上 呼吸
道感染

间质性
肺炎

肺纤维
化

总发生
率

对照
组

43 2(4.65) 3(6.97) 2(4.65) 1(2.33) 8(18.60 )

试验
组

43 0 (0 .0 0 ) 1(2.33) 0 (0 .0 0 ) 0 (0 .0 0 ) 1(2.33)

x2 - - - - - 6.0 81

P - - - - - 0 .0 14

2.3 两 组心理状态对比
对比两 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试验组明显整体心理

状态改善更大。 在统计学上 具有差异意义 （P＜0 .0 5）。
表 3 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SA S和 SDS评分比较（ x ± s，分）

组别
SA 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n = 43）

65.65±
1 .39

48.58±
2.72

66.64±
2.36

49.56±
2.49

试验组
（n = 43）

65.64±
1 .38

40 .88±
2.75

66.67±
2.37

40 .86±
2.17

t 0 .0 33 13.0 54 0 .0 59 17.273

P 0 .973 ＜0 .0 0 1 0 .953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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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比两 组护理满意度，试验组总满意度 95.35%明显优于

对照组 69.77%，具有差异性，据统计学分析有意义（P＜0 .0 5）。
表 4 护理满意度[n（％）]

分组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 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3 19(44.19) 1 1(25.58) 13(30 .23) 30 (69.77)

试验组 43 23(53.49) 18(41 .86) 2(4.65) 41(95.35)

χ 2 - - - - 9.771

P - - - - 0 .0 0 2

3 讨论

风湿免疫性疾病属于 一 种涉及关节、韧带、肌肉以 及周
围组织的疾病，本文当中 以 系统性红斑狼疮举 例，对这类疾
病进行了 深入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症状十分多样且 复杂，
多数患者均会出现皮疹、红斑等，在急性发作 期，患者还会
表现为 全身炎症症状，比如发热，这类疾病严 重影响患者的
生理健康与 心理功能，并且 长期发病还会导致引发多种并发
症，因此，在对老年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中 ，一 方面
要对治疗的安全性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 方面还要确保护理
措施的有效性[1-3]。 该疾病的发病机制较为 复杂，并且 在紫外
线、感染以 及药物的氧化应激条件 下 容易引发疾病发作 ，同
时自身抗体容易产 生免疫复合物，进而损伤身体的各个 组织
器官。 随着自身免疫系统的降低，也 会让免疫系统的耐受性
呈显著降低状态，在氧化应激因素的作 用下 ，会让氧化应激
水平呈显著增强状态，导致疾病进展加快。 氧化应激产 物不
仅 会对机体器官组织产 生不 同程度的损害，同时也 会改变蛋
白质的功能与 结构。 有相关研究发现，作 为 自身免疫性疾病
类型的一 种，红斑狼疮患者的发病原因，可能与 患者的细胞
信号转导异常存在相关性[4-6]。 肺部并发症属于 系统性红斑狼
疮中 较为 常见的一 类并发症，主 要是由于 患者的肺部受到免
疫性损害，临 床表现为 肺炎、上 呼吸道感染。 为 了 降低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保证治疗效果，应当对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
施，优质护理方法是在原有的护理基础上 加以 改进，从 而优
化出一 种全新的护理模式，这种方法可以 通过健康宣教、环
境护理、心理护理以 及口腔护理等方式，提升患者在院期间
的舒适度，控制传染源，降低感染几率，达到良好的辅助治
疗效果[7-8]。

为 探究这一 方法对于 患者是否区别于 常规护理，选择 86
例风湿免疫类疾病患者进行研究试验，将其分为 对照组与 试
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试验组采用优质护理方法，
依据表格可以 得出结论，将两 组的临 床指标、护理满意度以
及心理状态进行对比，试验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P＜0 .0 5）。
对比两 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比较，试验组明显低于 对照组（P
＜0 .0 5）。 由此可以 看出，应用优质护理对于 这类患者的帮
助更大，不 仅 能够改善心理状态，还可以 降低并发症，促进
患者早日康复。 但由于 采取样本量均为 本院患者，无法了 解
本院以 外的患者具体状况，故存在一 定的偏倚性。 在后续研
究中 ，可以 扩大样本选择范围，选取更多地区、更多医院的
患者参与 临 床研究中 ，从 而为 本治疗方案的应用提供更全面
的支持。

根据以 上 试验可知，优质护理在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的临
床治疗中 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 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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