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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具有多发性和常见性的特点，患者临

床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以及胸痛等，还会产生烦躁、

郁闷等心理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

质量。随着近几年社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逐渐

严重，呼吸系统疾病成为影响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

多数呼吸系统疾病病情较复杂，病程较长，极易出现一

系列并发症。重症病患同时伴有呼吸衰竭、咯血等疾病，

若不即使诊治容易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1]。对于呼

吸内科的重症患者来说，除了需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以外，还需要给予患者针对性的护理干预。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 取 我 院 2017 年 3 月 ～ 2019 年 1 月 呼 吸 内 科 收 治

的 140 例重症患者，随机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

组 各 70 例。 研 究 组： 男 38 例、 女 32 例， 平 均 年 龄

（54.32±12.19）岁，疾病类型：呼吸衰竭 7 例、重症哮

喘 16 例、重症肺炎 17 例、肺结核 15 例、晚期肺癌 6 例、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 9 例；对照组：男 39 例、女 31 例，

平 均 年 龄（54.38±12.08） 岁， 疾 病 类 型： 呼 吸 衰 竭 8

例、重症哮喘 15 例、重症肺炎 18 例、肺结核 14 例、晚

期肺癌 7 例、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 8 例。两组性别、年

龄、疾病类型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均衡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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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病人：实施呼吸内科传统常规的护理方法。

研究组病人：实施基于常规护理模式上的综合护理

干预方法。具体的护理内容包括：①症状护理：不同类

型的呼吸系统疾病症状表现不同，但病情大多不稳定，

可能随时反复发作。科室的护理工作者应及时对入住的

病人病情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分析，定时检查病人的各

项检测数据和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迅速采取措施解

决 [2]。②心理护理：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大多在患

病期间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那些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如慢性肺气阻等，不仅面临长期治疗的压力，而

且各种进口药也不能停，这些身体压力和经济压力都会

影响病人的治疗心态。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及时疏导病人，

站在理性角度为病人分析疾病症状，鼓励病人从容面对

疾病，以坚强的意志与疾病斗争，一定会战胜病魔 [3]。

③用药护理：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给予患者用

药指导，确保患者能够合理用药，当患者用药以后，需

要观察患者是否有不良反应，并及时调整用药情况。④

机械通气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借助相关机械帮助患者及

时消除呼吸道分泌物，时刻观察呼吸机与患者呼吸是否

一致，保证呼吸机参数设置正确，确保患者能够正常呼

吸 [2]。⑤呼吸道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病患呼吸道的

护理工作，嘱咐病患多饮水，及时清理痰液。重症病患

需要进行雾化吸入治疗，治疗期间评估病患的身体情况，

制定合理的治疗计划，根据病患的耐受程度及时调整治

疗时间和药物剂量 [4]。切忌病患剧烈的咳嗽，当病患咳

嗽时辅助病患调整体位，防止呼吸道阻塞。⑥口腔护理：

在进食前后嘱病患漱口，由于重症病患大多数会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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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小组病人的护理效果。结果：相比对照组病人，实施综合护理方式的研究组病人对护理质量的评分更高。其

中护理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含义。研究组患者抑郁评分和焦虑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呼吸内科的重症病人在治疗期间实施综

合化的护理管理，能显著提升护理质量，缓解过去护理不良问题的发生。该护理方式不仅对科室护理工作质量的提

升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病人疾病症状的缓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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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预防感染，容易导致口腔内菌群失调，所以护理人

员需要观察病患口腔黏膜的状况，若出现破溃、感染需

及时通知医生进行处理。⑦饮食护理：护理工作者需要

了解不同病人的饮食状况，并按照医嘱对病人做好饮食

指导，在满足病人日常饮食需求的同时为其提供并建议

适合身体康复的食物 [5]。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对护理质量进行分数划分，如果得分越高则表

示护理质量更优。

（2）对两组治疗有效率进行比较。判定标准：临床

症状消失，生命体征完全恢复正常为显效；临床症状有

一定改善，生命体征基本恢复为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

无变化，甚至恶化为无效。有效率＝（显效＋有效）/ 总

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以 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学方法 Excel 录入，SPSS 21.0 完

成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由 x2 检验；计量资料，经正

态性、方差齐整性验证，由 t 检验。若 P ＜ 0.05，有统计

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护理质量对比

研究组基础护理质量评分、病房管理得分、危重病

人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病人护理质量对比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 病房管理得分
危重病人护

理质量评分

研究组 40 96.25±9.11 96.21±9.39 96.19±9.25

对照组 40 80.67±8.05 81.26±8.11 80.36±8.15

P ＜ 0.05 ＜ 0.05 ＜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0 21 18 1 39（97.50）

对照组 40 15 19 6 34（85.00）

P ＜ 0.05

2.3 两组患者抑郁、焦虑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生活质量

研究组 40 36.45±2.41 37.54±2.84 95.42±2.4

对照组 40 56.28±3.62 54.32±3.46 84.12±2.26

P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近年来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年龄不断降低，已经占

据我国慢性疾病的重要部分。呼吸系统疾病轻则容易治

愈，但一旦发展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则既有可能伴随病

人一生，同时冬春季节易发作，如果病人没有得到及时

治疗就有可能威胁其生命健康。随着我国医学体系的深

入改革，当前呼吸内科进行疾病治疗时更加注重对病人

的综合化治疗，主要表现在对病人疾病症状、心理健康、

合理预后等多方面，因此有必要对呼吸内科重症病人治

疗的同时增加综合护理干预，以此促进病人的疾病恢复

速率，同时还可以有效提升医院的整体护理质量 [6]。在

本文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样本病人实施两种不同的护理

方式，发现对病人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极大促进呼吸内

科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同时综合护理干预工作出现不

良护理事件的几率更低，对病人身体的更快康复具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呼吸内科临床治疗中加

大对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 [7]。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病情危急，随时有可能威胁患者

生命安全，需做好应急护理措施。为了保障患者生命的

基础，通过为患者提供全方位护理，全面掌握患者病情，

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促使患者病情快速缓解，提高康复

率。从患者心理、气道等层面开展护理，提高患者对疾

病防范意识，促使患者配合治疗，缓解临床症状，改善

预后 [8]。

综上所述，给予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

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提高患者治

疗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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