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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应用于艾滋病人中的效果观察

曾燕琴 刘香玲 李贵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璧山医院 重庆 402760

摘 要：目的：针对患有艾滋病人 员开展护理工作 ，观察运用优质护理所产 生的效果。 方法：选择某医院 40名艾滋病
人 作 为 此次探究目标，将患者分为 常规组和干预组，每个 小组都有 20名患者。 在开展护理过程中 ，常规组进行的是感
染科常规护理干预，而干预组则是在常规组的基础上 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干预。 分别对这两 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自评
量表和护理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对比。 结果：第一 、对两 组艾滋病人 进行护理之 后，常规组 PSQI评分要比干预组的分数
高，两 组患者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第二 、对两 组患者进行护理之 后，其 SAS和 SDS评分进行对比差异
性并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护理之 后，这两 组患者的各项评分都要比护理之 前的各项评分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第三 、对艾滋病人 护理满意度对比，其中 常规组满意度为 65%，明显要比干预组的 95%低，对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艾滋病人 进行护理过程中 ，运用优质护理能够更好对其睡眠质量进行改善，同时还能将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所产 生的负面情绪降低，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
关键词：优质护理；艾滋病；满意度；随访管理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Applied to AIDS Patients
Yanqin Zeng Xianglin Liu Guimin Li
Bishan Hospital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2760
Abstract：Objective: To carry out nursing work for people with AIDS and observe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Methods: 40 AIDS
patients in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Each group had 20 patients.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the routine group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arried out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group. The
depression,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irst, after nursing the two
groups of AIDS patients, the PSQI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seco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ird,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AIDS patient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6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9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AIDS patients, the us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n better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Keywords: High quality nursing; AIDS; Satisfaction; Follow-up management

艾滋病最开始是由美国所确认，如果人 体患有这种病
毒，机体的免疫力功能就会存在缺陷，最终机体无法抵御
威胁自身生命中 所产 生的各种病原体而产 生的一 系列临
床综合症。 从 相关数据调查中 可以 得知，艾滋病这种病毒
病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 传播速度很快，对当今 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 类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其逐渐成为 严 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 艾滋病是一 种感染性疾病之 一 ，这种疾病会对患
者治疗和康复的速度造成一 定阻碍，所以 需要实行优质护
理，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质量提高。在对病人 进行治疗
中 需要采用优质护理，不 仅 能够提高病人 治疗中 的依从 ，
还对临 床治疗有协助作 用。

1 临床资料和随访干预

1 .1 临 床资料
选择某医院的 40 名患有艾滋病人 作 为 此次探究目标，

将探究目标分为 常规组和干预组。在常规组患者当中 ，男
性有 10 名，女性有 10 名。患者年龄分别在 19~64岁之 间，
平均在（44.41± 19.24）岁；干预组男性患者有 9名，女
性患者有 11 名，年龄分别在 19~64岁之 间，平均在（44.65
± 17.35）岁。 常规组和干预组艾滋病人 的年龄和性别等
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其差异性没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患者纳入此次探究的标准则是：（1）确保选择的人 员患
有艾滋病疾病；（2）探究目标并没有出现其他 严 重疾病；
（3）患者一 般状态咳；（4）获得知情权并且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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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随访干预
在对病患护理的过程中 ，运用常规护理是感染科比较

常用的护理方法。 主 要是引导艾滋病患者护理，向病患讲
解健康教育以 及消毒隔离的基础知识等。

对干预组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 ，是将常规组病患护理
作 为 基础的优质护理，其方法则是：对艾滋病门诊随访管
理医护工作 人 员而言，需要在掌握丰 富艾滋病相关专 业 知
识，才能在实际工作 过程中 不 提高自身的专 业 水平技术。
与 此同时，加大跟患者之 间的沟通交 流、开展心理咨询等。

第一 ，艾滋病门诊随访管理者在实际工作 当中 要认真
对艾滋病有关知识进行学习 ，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各项培
训当中 ，进行专 业 的培训学习 ，多跟导师沟通和交 流，并
且 自身要学习 有关专 业 知识努力将自身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提高，加强自身协调沟通技巧，在开展随访工作 时，
需要注意一 些 事 项和当地风俗习 惯和生活习 俗。

第二 ，开展艾滋病门诊随访管理工作 时，艾滋病人 经
常都会存在焦虑不 安、自卑、恐惧和悲观等一 些 负面心理
问题。所以 要求随访管理人 员认真学习 并且 了 解相关心理
咨询知识，与 此同时还要对各艾滋病人 的不 同心理情况进
行相关心理咨询。在开展这项干预时需要给予 艾滋病人 尊
重、不 评判、做好保密工作 ，始终坚持自身职业 道德原则
等情况下 对这些 病人 进行干预。 （1）首先要采用朋友式
的方法构建医患关系。在进行病患和艾滋病防治工作 人 员
交 流时，态度要保持热情、诚恳，对病人 给予 一 定关心，
体贴病人 ，讲清楚对病情的保密，使其能够放心，加大病
人 的信任 感和安全感，耐心疏导病人 所出现的心理问题，
掌握好说话的语气以 及方法，使病人 能够感受到温暖，为
其提供一 定帮助，加大对病人 的检测以 及治疗的依从 性，
在护理过程中 需要从 病人 的角度思考问题，尽量为 病人 提
供便捷。（2）使患者能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而进行了 解，
在阐述艾滋病的传播路径（血液、性等）相对而言过于 简
单，第一 时间宣传讲解使这种病情不 断加速的主 要原因，
为 了 更好将随访管理工作 做好，要求病人 了 解相关检测和
及时服用药物的重要性，使病人 始终保持乐 观心态，引导
其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比如不 熬夜，不 抽烟，不 喝酒，生
活起居要具有一 定规律性，不 能过于 劳累，适当的进行身
体锻炼，保持良好心态。通过实际案例阐述现阶段抗病毒
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 与 此同时，还要
向病人 阐述艾滋病的传播路径和防治对策，减少病患对病
情恐惧的心理。 （3）打消患者心中 所存在的疑虑。 耐心
跟患者进行沟通交 流，对其心中 所存在的疑惑进行咨询，
及时发现并且 纠正病人 不 恰当的心理行为 方法阐述艾滋
病毒和乙 肝病毒都同样都是在身体内存在，不 用太恐慌，
始终保持乐 观情绪。对艾滋病人 所提出来的疑问无法解释，
可以 找上 级医师进行咨询，然后再告诉病人 不 能出现推诿
的情况。 对病情具体情况进行解析和解释，将患者对自身
疾病的了 解和克服负罪感和自卑感，使艾滋病人 能够重新

适应社会存能力，不 断鼓励这些 病人 一 如既往地进行工作
生活，而且 要保持心态平衡和乐 观。 （4）为 艾滋病人 提
供长期的咨询和心理支持，跟艾滋病人 进行交 谈时，环境
要保持安静，以 免受到打扰。 采用鼓励、倾听或者引导等
方式，艾滋病人 能够说出心中 的干扰以 及疾病相关的不 良
反应。采用交 谈的方法消除患者的顾虑，缓解其紧张情绪，
增加病患对护理人 员的信任 ，能够让患者积极主 动的接收
各项治疗。 为 艾滋病人 提供帮助找回家庭责任 感，使其在
有生之 年内能够尽孝。 以 及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 ，这样能
够更好满足病人 的归属感。主 动将办公或者个 人 联系电话
留给病人 ，这样可以 使病人 随时进行咨询。

给予 患者用药方面引导，提高其依从 性。 临 床方面对
艾滋病这种疾病进行治疗过程中 并没有治愈的方式，只能
通过药物加强患者体内免疫力，治疗的方式则是抑制逆转
录病毒，避免这种病毒负责能够更好减少机体受到感染的
概率，能够有效将感染严 重情况降低，减少患者死亡 概率，
告诉患者在用药时使用方法，而且 还要注意相关问题和副
作 用，对于 用药的时间以 及数量严 格把控，不 能出现中 断
服用药物的情况。具体向患者阐述有关治疗方案有可能会
存在的不 良反应；让患者清楚的知道日常用药的数量以 及
次数，依从 性有所提高，终身用药才能获得成功，而且 还
要强调如果不 按照规定服用药物，患者的病情会逐渐出现
恶化，甚至会出现感染等情况；使患者能够将服药和日常
生活结合起来，结合其日常生活习 惯、作 息时间等，构建
更具体的服药计划，对患者每日服用的药物种类、剂量、
时间和方法详细列举 出来，叮嘱其严 格根据有关计划进行；
对始终服药，症状有明显改善的人 员，现身说法对服药依
从 性教育是可行性方法；在接受治疗期间，如果出现不 良
反应，需要患者对治疗中 有可能存在的不 良反应只是短暂
的情况进行了 解，对症治疗之 后能够慢慢耐受；治疗时要
将患者的随访工作 做好，快速发现和处理问题，确保治疗
效果。

1.3统计学方法
对艾滋病人 的资料进行对比，可以 运用SPSS19.0 统

计学软件 解析，


x ± s代 表的是计量资料，通过 t检验，
（%）代 表的则是计数资料，则通过 x2检验，解析过程中
P＜0 .0 5这代 表两 组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 PSQI评分
对于 干预组和常规组患者的PSQI评分进行对比，干

预组（8.14± 1 .50 ）比常规组（14.25± 1 .20 ）分低，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2.2对比 SDS和SA S 评分
对艾滋病人 进行护理前，常规组和干预组的 SA S和

SDS评分对比差异性没有统计学意义 ；进行护理之 后的
SA S与 SDS评分都要比护理前的低，其对比差异性有统
计学意义 ，P＜0 .0 5，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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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患者 SDS和 SA S 评分(分,


x ± s)

组别
SA 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n = 20 ）

51 .34±
3.42

44.43±
2.53

52.72±
3.47

45.56±
2.73

干预组
（n = 20 ）

52.25±
3.35

35.28±
2.71

53.21±
2.73

33.12±
4.21

T值 1.0 41 13.518 0 .40 8 13.689

P值 >0 .0 5 < 0 .0 5 >0 .0 5 < 0 .0 5

注：* 与 本组护理前比较，P＜0 .0 5。
2.3对比护理满意度
对艾滋病人 进行护理过程中 ，常规组满意度 65%要

比干预组满意度的 95%，其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如表 2。

表 2 对比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组别
非常
满意
（例）

满意
（例）

一 般
（例）

不 满
意

（例）

护理
满意
度

（%）

常规组（n = 20 ） 10 3 5 2 65.0 0

干预组（n = 20 ） 17 2 1 0 95.0 0

X 2 - - - - 5.455

p - - - - < 0 .0 5

3 讨论

在临 床护理过程中 ，艾滋病的发病概率非常高，这种
疾病通常都是由于 感染艾滋病病毒所导致。感染到这种病
毒之 后直接造成患者人 体免疫功能不 断降低，直至丧 失，
加大了 患者感染各类疾病的风险。 由于 病情的原因，患者

会因此存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不 仅 会影响日常的生
活，还会导致患者无法融入社会当中 ，导致生活质量逐渐
下 降。而现阶段在临 床方面对这种病毒感染主 要是运用药
物进行治疗，对患者的病情进行控制，改善其临 床症状。
而治疗时因为 很多患者对这种疾病知识的认知度和自我
管理能力比较低，常常会对其治疗效果造成一 定影响。所
以 对艾滋病人 进行治疗护理过程中 ，运用优质护理能够获
得更好效果，这种护理服务则是构建护理团队，提高护理
团队每位成员的综合能力；采用开展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
将患者和家属遵循医生嘱咐用药的依从 性和认知度提高，
使患者能够更主 动配合临 床护理；对患者心理开展针对性
干预，使患者能够更好将内心所积压的问题阐述出来，护
士给予 具体的引导和帮助，使其心理压力得到舒缓；有效
对患者所存在的消极态度进行改善，使其能够抱有良好心
态积极面对人 生。

总之 ，对患有艾滋病人 员开展优质护理，在改善其睡
眠质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的过程中 ，还能有效将患者
所存在的不 良情绪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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