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卷 12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143

呼吸内科护理中重症患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唐香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呼吸内科患者护理工作中施行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2021
年 1月期间收治的 78例呼吸内科重症患者进行分组，其中一组为参考组（n=39），本组接受常规护理。另一组为实验组（n=39），
本组施行综合护理模式。以护理有效率、焦虑、抑郁评分、血气指标以及护理满意度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实验

组护理有效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两组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差异较小，无法满足统计学含义（P＞0.05）。
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实验组血气指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优（P＜0.05）。实验组护

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结论：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护理工作中施行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促进护

理效果，对患者的负性情绪予以缓解，可改善其血气指标，提升其护理满意度。此种护理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综合护理；护理有效率；焦虑、抑郁评分；血气指标；护理满意度

Observation on Nursing Effect of Severe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Xiangji Tang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One group was the reference group (n=39), and this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other group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39), and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is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by nursing effectiveness, anxiety, depression scores, blood gas indicator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nursing in the two groups had little difference,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blood gas index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work of severe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is significant,
which can promote the nursing effect,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blood gas indicators, and enhanc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his kind of nursing metho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
Keywords: Respiratory medicine; Patient in severe condit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Nursing efficienc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lood gas index; Nursing satisfaction

呼吸系统疾病在临 床中 比较多见，此症不 但并发症较强，

且 反复性大，患者难以 治愈[1]。 当前城市发展速度不 断加快，

使环境污染更为 严 重，对人 们 的身体健康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致使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 数也 在不 断增加，该疾病的发病区

域是肺部、气管等，疾病轻者则易产 生情绪不 宁，疾病重者

则易产 生呼吸困难，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了 很大的威胁[2-3]。

在这种情况下 ，护理人 员应提高对呼吸内科患者护理的重视

程度，针对其疾病进行有效的护理，这不 仅 可以 帮助其康复、

缓解其疼痛，同时也 可以 满足其所需，提高其满意度。 为 此，

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期间收治的 78例呼吸内

科重症患者设为 研究对象。 分析在呼吸内科患者护理工作 中

施行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期

间收治的 78例呼吸内科重症患者进行分组，其中 一 组为 参

考组（n=39，男、女性例数分别为 18例、21例，年龄 43-76
岁，均值范围（54.65±2.43）岁，疾病类型分别为 慢性阻塞

性肺病、肺癌以 及支气管扩张，所占例数分别为 19例、4例、

16例），本组接受常规护理。 另一 组为 实验组（n=39，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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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例数分别为 20 例、19 例，年龄 42-78 岁，均值范围

（67.43±2.65）岁，疾病类型分别为 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

以 及支气管扩张，所占例数分别为 20例、3例、16例），

本组施行综合护理模式。 以 上 两 组患者的基础资料通过分析

后差异较小，不 能满足统计学含义 （P＞0.05）。 所有纳入的

患者基础资料完整，经相关诊断后满足呼吸内科疾病相关诊

断标准。 经对患者及家属讲解本次研究目的后，能够积极配

合相关研究安排。排除患有其他 严 重性疾病者，精神疾病者，

认知功能障碍者以 及其他 原因无法配合此次研究者。

1.2方法

1.2.1参考组

本组所采取的护理方法为 常规护理，调节病室温湿度，

保持安静，为 患者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遵医嘱给予 补液、

针对性给药、人 工辅助呼吸、排痰等护理，对患者生命体征

进行严 密监护，一 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通知医生处理。

1.2.2实验组

本组患者所采取的护理方法为 优质护理，方法详见下 文：

（1）心理护理：患者因自身病情及病痛可产 生焦虑、

紧张等负面情绪。 为 此护理人 员应给予 患者心理疏导。 采取

通俗语言向其讲解疾病病因、症状、治疗方法、护理方法以

及相关注意事 项等。 护理人 员要用亲 切态度和平缓语言与 患

者交 流，掌握其心理感受。 为 此列举 既往治疗成功案例，提

升其治疗信心。 并促使家属给予 患者关爱和支持，使患者能

够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对患者所提出的疑问予 以 耐心解答。

尊重患者的宗教信仰 、民俗文化以 及个 人 隐私，不 要背后议

论患者。

（2）药物治疗护理：呼吸内科患者治疗时较多采用止

喘药物，如氨茶碱，止喘效果虽好，但是长期服用可引起毒

副作 用，所以 在护理期间应合理控制用药剂量和方式。此外，

护理过程中 还应全面了 解其他 药物应用的毒副作 用，并据此

采取合理方式预防药物毒副作 用护理，降低不 良反应发生率。

（3）氧疗和卧床护理：避免患者产 生呼吸抑制，应给

予 患者持续氧气支持及控制氧气流速与 浓度。 此外，护理人

员还对患者氧疗期间血气指标进行全面监测，定时对呛咳情

况进行观察，并给予 相应的处理，以 便于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呼吸护理：为 确保患者呼吸畅通，在治疗上 采用

液体补充外，还需给予 雾化吸入。 该期间护理人 员应及时协

助患者翻身，并叩背以 协助其顺利排痰。

（5）口腔护理：因患者易发生感染现象，对此护理人

员应给予 其口腔综合护理，指导患者按时清洁口腔，细致观

察其口腔粘膜情况，从 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

1.3疗效标准

1.3.1护理有效率

以 患者呼吸情况及症状改善情况判定其护理效果，显效

表示患者呼吸恢复正常，其症状彻底消失；有效表示患者呼

吸改善明显，症状改善理想；无效表示患者呼吸困难，其症

状无任 何变化。 护理有效率计算方法：显效+有效/39×100%。
1.3.2焦虑、抑郁评分

应用 SAS、SDS量表对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

评分进行评价 ，所获得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焦虑、抑郁越

严 重。

1.3.3 血气指标

对两 组患者血气指标进行检测并对比，其中 包含 PaCO2、
PaO2、心率以 及呼吸频率。

1.3.4护理满意度

应用自拟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对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

行了 解，等级为 非常满意、一 般满意及不 满意。 计算方法：

非常满意+一 般满意/39×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 进行处理。

（ x ±s）用于 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于 表示计

数资料，用（x2）检验。 当所计算出的 P＜0.05时则提示进

行对比的对象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 组护理有效率对比分析

表 1可见，实验组护理有效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
＜0.05）。

表 1 两 组护理有效率对比分析[n，（%）]

组

别

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

率（%）

实

验

组

3
9

26
（66.67%）

11
（28.21%）

2
（5.13%）

94.87%
（37/39）

参

考

组

3
9

17
（43.59%）

12
（30.77%）

10
（25.64%）

74.36%
（29/39）

χ2 - 4.198 0.062 6.303 6.303

P - 0.040 0.804 0.012 0.012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

2.2 两 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表 2可见，两 组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差异较小，

无法满足统计学含义 （P＞0.05）。 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

郁评分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

表 2 两 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sx  ）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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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组
39

46.23
±2.34

21.65
±3.24

49.76
±3.24

22.76
±2.36

参考

组
39

46.37
±2.67

36.54
±3.21

49.79
±4.32

37.32
±2.37

t - 0.246 20.388 0.035 27.186

P - 0.806 0.001 0.972 0.001

（注：上 接表 2）
2.3 两 组血气指标对比分析

表 3可见，实验组血气指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优（P＜
0.05）。

表 3 两 组血气指标对比分析（ sx  ）

组别
例
数

PaCO2
（mmHg）

PaO2
（mmHg）

心率（次
/min）

呼吸频率
（次/min）

实验
组

39
56.54
±2.35

96.53
±2.35

95.43
±2.36

21.43
±1.23

参考
组

39
71.24
±2.15

67.65
±2.14

99.54
±2.35

26.54
±1.45

t - 28.822 56.744 7.706 16.78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2.4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表 4所见，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
＜0.05）。

表 4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n，（%）]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一 般满意 不 满意
护理满意
度（%）

实
验
组

3
9

27
（69.23%）

9
（23.08%）

3
（7.69%）

92.31%
（36/39）

参
考
组

3
9

16
（41.03%）

11
（28.21%）

12
（30.77%）

69.23%
（27/39）

χ2 - 6.271 0.269 6.686 6.686
P - 0.012 0.604 0.010 0.010

3 讨论

呼吸病症具有治疗时间长、病情反复易发作 的特点，如

果护理人 员在对患者进行疾病的护理过程中 没有进行全面

的护理干预，不 仅 会使得患者的生命受到严 重的威胁，同时

还会因为 患者自身疾病问题的影响和长期治疗的影响，致使

患者出现情绪波动的问题，从 而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不 利

于 患者自身疾病问题的改善。

综合护理是临 床上 应用较为 广泛的一 种护理模式，该护

理方法能够从 多个 方面对患者施行优质的护理干预。 本次研

究中 从 患者的心理护理、药物治疗护理、氧疗和卧床护理、

呼吸护理、口腔护理以 及环境护理方面开展护理，可对患者

起到较好的护理效果。 本次研究结果中 ，实验组护理有效率

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 提示综合护理能够改善患

者的呼吸状态及相关症状。 两 组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差异较小，无法满足统计学含义 （P＞0.05）。 护理后实验

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 提示综

合护理能够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依从 性。 实验

组血气指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优（P＜0.05）。 表明综合护理

可改善患者的血气指标。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

较高（P＜0.05）。 说明综合护理的效果患者较为 满意。 由此

可见，综合护理效果相比较常规护理更好。

综上 所述，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护理工作 中 施行综合护

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促进护理效果，对患者的负性情绪予

以 缓解，可改善其血气指标，提升其护理满意度。 此种护理

方法值得在临 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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