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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护理中重症患者应急护理干预措施分析

徐  凤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 泰州 225500

【摘  要】：目的：分析针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使用应急护理干预措施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在 2020年 2月 -2021年期

间在我院呼吸内科治疗的重症患者 80例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将其分为实验组 40例和对照组 40例，对照

组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则采取应急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心理评分情况、并发症发生

情况。结果：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满意度显著低于实验组满意度，数据之间对比存在差异 (P<0.05)；实验组护理后的心

理评分状况远远优于对照组，各组的数据之间差异的统计学意义成立 (P<0.05)；对照组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高于实验组，

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对比意义 (P<0.05)。实验组患者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差异，具有临床统计学

意义（P＜ 0.05）。结论：给予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实施应急护理干预措施的临床效果和满意度较高，最大程度的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情绪，值得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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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Metho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8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2021.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of 40 pati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40 

patient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dmiss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s,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ore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routine ca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P<0.05); The psychological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ta of 
each group was established (P<0.05);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data comparison, which had clin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implementing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are relatively high, minimizing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patient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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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是目前内科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时间比较长，并且在患病后会反复发

作。呼吸内科重症是呼吸系统疾病中较为严重的一种疾病，

属于疾病的晚期，病情恶化的速度比较快，并且很容易反

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还会导致患者在

短时间内进入到危险状态。目前对于疾病的治疗主要以药

物治疗的方式为主，但是治疗不佳情况下很容易使病情恶

化。因此在治疗的同时需要配合应急护理措施，从而有效

提高整体护理质量。随着近年来我国患病人口数量的不断

增加，老龄化逐渐严重，人们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也越来越多。

这些生活的不规律导致免疫力下降，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发

病率增加，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为了验证应急护

理措施的优势，本次选取我院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具体研

究结果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依据入院先后顺序将择取的 80 例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2 月之间本院接收诊治的呼吸内科重症的患者平均

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40 例，所有病例及其家属均知晓

且同意参与研究，并且签署相关同意书。实验组中男性患

者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在 45-6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5.00±2.85）岁；对照组中 18 例女性患者，22 例男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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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为 46-65 岁，平均年龄为（55.50±3.02）岁，两组病

例的年龄和性别等数据在一般资料中无临床统计学意义，

无显著的数据差异（P>0.05）。

纳入标准：均被诊断为呼吸内科重症且处于恢复期者；

病情得以控制，可以配合填写问卷调查者；遵循自主原则，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语言障碍、交流障碍者；精神系统异常者；

家属不配合者； 

1.2 方法

1.2.1 予以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例如：（1）饮食护理，

由于患者的消化功能减弱，尽量要少吃，避免肠胃压力过大，

主要以易消化、软食、易吸收等食物。蛋白质以鱼、豆制

品、奶制品为主，不仅可以补充身体消耗的能量与细胞，

还能修复受损的肺、肌肉组织。维生素以水果、蔬菜为主，

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消炎等功能，帮助患者尽早康复 [3]。（2）

健康指导，尽量不要在特殊场所过度劳累，避免吸入有害

气体、颗粒，保护好呼吸道。适当运动可以增强免疫抵抗力，

定期接种流感疫苗。（3）日常护理，房间需要定期通风和

清洁，减少空气灰尘；室内温、湿度适中，由于患者的呼

吸道较为敏感， 空气干燥将影响呼吸道黏膜，排痰难度增

加；尽量不要接触过敏原。（4）实时监测肺功能，给予祛

痰和镇咳等药物治疗 [4]。

1.2.2 给予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心理护理以及呼

吸功能锻炼，首先评估呼吸困难指数，制定腹式呼吸、缩

唇呼吸方案，每日 3 次，饭前进行 10-15 分钟训练，一周

后再次评估呼吸困难指数 [5]。具体内容：（1）呼吸功能锻

炼，腹式呼吸：引导患者呈舒适体位，全身放松，闭嘴用

鼻吸气至不能再吸气，然后缓慢呼气，患者的手可以放至

肋弓下方，必要时双手按压肋弓及腹部，可以促进腹部肌

肉收缩、呼气。缩唇呼吸训练：者闭上嘴巴，通过鼻吸气，

嘴唇收缩，类似哨子慢慢呼气，嘴唇大小自主调节 [6]。（2）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需要根据综合评估掌握患者的心理状

态，鼓励其主动向询问或者倾诉自身的不良情绪以及疑虑。

以此缓解心理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在治疗中通过视

频、音乐等转移注意力。护理期间给予患者关怀和鼓励，

使用通俗易懂话语进行沟通，密切关注其身心状况 [7-8]。（3）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和急性发作期患者要加强进行护理，主

要以正科控制感染和祛痰为主。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一些止

咳平喘的药物，鼓励患者采用半卧位或侧卧位的方式。呼

吸严重困难的患者，建议采用半坐体位。要注意患者居住

的病房内保持空气流通，室内温度和湿度达到适宜状态，

同时对室内进行消毒和打扫，给患者提供一个良好捷径的

环境。 在病房内要准备好急救药物，起搏器和除颤器。当

患者出现意识障碍或呼吸抑制等情况时，要立即进行急救

处理，尤其在夜间更要加强关注患者的状态，关注患者的

呼吸频率以及呼吸动作。

1.3 观察指标和分析

1.3.1 分析实验组、对照组接受不同护理后的满意度，

结果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满意，满意度 = 总例数 /（一

般满意 + 满意）×100%。

1.3.2 观察对照组、实验组采取不同护理后的心理状况，

例如：焦虑、抑郁等，分值愈高、心理状态愈差，满分为

100 分。

1.3.3 比较两组运用不同护理措施后的并发症发生率，

例如：感染、呼吸困难、自主性气胸等。

1.3.4 观察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生活质量指标主

要包括：物质生活、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

1.4 统计学方式

实验通过 SPSS19.0 统计学做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表示为（n，%），计量资料应用 t 检验，以（ x

±s）代表，当结果 P ＜ 0.05 时，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 照 组 满 意 度 是 62.50% 显 著 差 于 实 验 组 满 意 程 度

92.50%，数据间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成立（P<0.05），

数据如表 1。

表 1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0 15 10 15 （25/40）62.50%
实验组 40 25 12 3 （37/40）92.50%
X
2值 10.3226
P 值 0.0013

2.2 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情况

护理前心理状态情况对比无显著差异（P ＞ 0.05），

护理后各项指标均有所改善，实验组心理状态情况优于对

照组心理状态情况，数据之间对比结果显示为有差异（P

＜ 0.05），见表 2。

表 2 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效果评价（ x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SAS 护理后 SAS 护理前 SDS 护理后 SDS

实验组 40 64.01±7.15 22.32±5.29 66.15±6.28 43.65±5.28

对照组 40 63.56±7.12 54.32±6.22 67.12±6.92 56.31±6.25

t 0.2821 24.7860 0.6565 9.7863

P 0.7786 0.0000 0.513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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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比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并发症的出现概率 2.50% 明显低于对照组并

发 症 的 发 生 几 率 17.50%， 数 据 间 存 在 统 计 学 意 义 成 立

（P<0.05），数据如表 3。

表 3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自主性气胸 感染 呼吸困难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40 2（5.00） 3（7.50） 2（5.00） 7（17.50）
实验组 40 0（0.00） 0（0.00） 1（2.50） 1（2.50）
X
2值 5.0000
P 值 0.0253

2.4 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两组

患者的数据对比结果显示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表 4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40， x ±s）

组别 n 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实验组 40 57.32±3.88 61.46±2.65 59.54±4.54 60.52±3.48

对照组 40 48.78±3.55 52.34±2.67 51.12±4.69 50.83±3.76

T 10.2704 15.3329 8.1583 11.962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是慢性疾病的一种，发病后病情容

易反复发作，很容易使患者出现情绪紧张，焦躁等情绪，

而使患者病情逐渐恶化。缺氧和容易导致呼吸困难而使患

者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比如缺氧和二氧化碳时，患

者会出现心率增快，心律失常等情况。病情严重的患者甚

至会出现心脏骤停。由于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比较特

殊，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呼吸困难患者会引发焦虑，

低氧血症等症状。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配合有

效的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减少病情恶化，从而有效控制病情，

使患者的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护

理是比较特殊的，主要通过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减缓患

者的肺功能恶化情况，从而使患者逐渐恢复健康。通过呼

吸道护理帮助患者减少病情的反复发作，通过心理护理帮

助患者改善焦虑，紧张的情绪，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疾病

的治疗 [9]。呼吸锻炼可以帮助患者咳嗽，将痰液排出体外，

使其放松，缩唇呼吸可以克服呼吸困难等不良症状 [10-11]。

呼吸功能锻炼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锻炼、坚持锻炼，

帮助其树立耐心和信心，进而预防呼吸内科重症的急性发

作，以此增强其生活质量。临床一般给予药物治疗改善患

者的肺功能，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然而，患者因长期遭

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承担巨大的住院费用，导致其在治疗中

频繁产生烦躁、抑郁、焦虑等心理反应，将严重影响治疗

和预后效果，给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心

理护理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最大程度的提升患

者对于治疗的依从性，同时强化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12]。

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在强化对疾病认知的同时还可以缓解

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实验表明：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心理情况、并发症发生等均优于对

照组，两组数据的统计学对比差异成立（P<0.05）。

综上所述，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实施急救护理，以此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其康复速度，此方式具有临床普及、

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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