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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医院感染原因分析及中医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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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呼吸内科医院感染原因分析及中医护理干预，选择最佳的护理方式。方法：选取我

院 202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1 月呼吸内科收治的 94 例患者，采用随机抽样原则，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

中医护理（研究组），观察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整体护理满意度相对较高，患者对护理工作表示满意的人

数较多；对照组总满意度相对较低，P<0.05。研究组出现并发症的患者相对较少，总并发症发生概率相对较低；

对照组出现并发症的患者相对较多，P<0.05。结论：在呼吸内科实施中医护理干预，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感染现

象的发生概率，还能够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程度，对于加快病情恢复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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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and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choose the best nursing method. Methods: 94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from Nov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2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given routine nursing (control group)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study group) 
respectively, observe the effect of nursing.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was relatively high in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more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nursing work,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latively low in overall satisfaction, P & 
LT; 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relatively low in the study group and relatively high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Lt; 0.05) . Conclusion: TCM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nfec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patients' recognition of nursing work,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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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控制院内感染，对于保障医疗安全、加快

患者病情的恢复有着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医院呼

吸内科需要接收到许多患者，并且每个患者的病情都

比较复杂，在该科室开展护理工作不仅需要提升护理

质量，还要尽最大限度减少感染现象的发生。中医是

一大文化瑰宝，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不管是诊断患者疾病，还是日常护理调理中，都能够

充分体现出中医魅力 [1]。在现代医学不断的发展下，

中医护理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护理内涵。

对此，我院在呼吸内科针对此项护理措施开展了相应

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1 月呼吸内科

收治的 94 例患者，对照组 47 例，男 23 例，女 24 例，

均龄（51.25±2.35）岁；研究组 47 例，男 22 例，女

25 例，均龄（52.38±2.31）岁，比对其他各项基本

资料不存在明显差异。

1.2 方法

对照组：医护人员需要引导患者在短时间内了解

医院整体环境，对于患者所提出的疑问要保持耐心的

进行回答，并做好对病房的清洁工作，定期实施病房

通风处理。

研究组：中医整体护理需要包含中医理疗、饮食

等多方面内容，辨证施护需要依据患者病情，按照中

医理论完成分辨，之后再运用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

如对于七情内伤的患者，需要依据患者心理状况完成

引导。中医饮食护理需要依据患者病情的发展情况给

予相应的营养支持，定期对饮食方案进行合理的调整。

饮食调养需要严格依据药食同源的相关理论，根据疾

病类型、病情发展程度运用不同药物与食物进行充分

结合 [2]。中医理疗则需要运用推拿、针灸等多种方式，

帮助患者稳定病情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1）心理护理干预：在开展护理工作时，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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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要仔细观察患者情绪变化以及精神样貌，在患者

接受医师相关治疗措施前，认真、仔细的为患者讲解

每种药物在服用期间的注意事项，以及治疗自身疾病

的重要作用。在患者接受治疗时，医护人员要主动与

患者展开交流，深入了解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需求。

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要注意对患者进行语言

上的安慰，尽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并减少患者的

负面情绪。（2）生活护理干预。医护人员需要时刻注

意患者的日常变化，尽量为患者提供整洁、安静的治

疗环境，并积极做好房间的消毒工作，保证空气的清

新，以避免感染现象的发生。对于饮食方面也要做好

管控工作，避免在治疗过程中食用大量的刺激性食物。

1.3 观察指标

①由我院相关专家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评价表进行

满意度评分，交由患者进行填写，并将其进行统计分

析。

②观察在护理过程中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并进行

详细的记录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使用 % 表示，x² 校验，以 P<0.05 表示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对护理工作的认可程度相对较高，总护理

满意度相对较高；对照组满意人数较少，总护理满意

度相对较低，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护理满意度（%）

组名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7 31（66.08）14（29.68）2（4.24）45（95.76）

对照组 47 20（42.40）19（40.64）8（16.96）39（83.04）

注：P<0.05

2.2 并发症

研究组护理过程中出现术后感染、高烧现象的患

者较少，总并发症相对较低；对照组护理时出现压疮、

高烧现象的患者较多，总并发症相对较高，P<0.05，

见表 2。

3 讨论

对于中医整体护理方式，当前每个医院都有着不

同的方法、方式，但是在实际使用效果上存在较大的

差异，而这也是影响中医整体护理发展的一项重要因

素。中医整体护理干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进行辨证，

这也是开展中医整体护理的一个重要核心 [3]。任何一

项护理措施的开展都要以辨证为基础，医护人员通过

运用辨证的方式为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以

此让患者能够从多个方面获得中医护理干预措施的辅

助治疗，尽最大限度提升治疗效果。中医整体护理干

预措施的重要性是针对治末病展开概念分析，这也是

在临床上主要针对病情处于稳定期而不是在针对急性

期患者实施中医护理干预的重要因素，因此该概念可

以对患者健康宣教起到显著作用。对于患者、患者家

属而言，在疾病的影响下必然会出现心理上的问题，

医护人员还要为其实施科学合理的心理疏导工作，以

此缓解负面情绪对患者治疗的影响。从中医角度上来

看，心理疾病的影响远大于身体疾病的不良影响，若

是在患者治疗过程中能够有效减少患者的心理压力，

那么实际治疗效果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对患者的

治疗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当前，医院呼吸内科大多为老年患者，此类患者

缺乏一定的抗病能力，在治疗时极易出现合并感染现

象。若患者在医院出现感染现象，将会直接影响患者

对后续治疗的依从性，严重影响后续治疗措施对患者

病情的改善效果，同时也会大幅度增加患者康复时间、

住院时间，对于护理满意度也会造成不良影响，间接

的影响医院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

展，医疗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的医院

不仅需要重视治疗措施对患者病情的改善效果，还要

提供科学合理的护理服务，以此保证患者能够达到身

体、心理多方面的康复效果。患者身体的营养水平也

是导致身体出现压力性损伤的一项重要因素，蛋白质

代谢紊乱、全身营养不足的患者，身体皮肤的含糖量

会大幅度提升，这也为细菌的繁衍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最好就会导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感染现象。相关

研究表明，营养不良会大幅度提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感染概率，将会产生白细胞计数的增高，血红蛋白

计数大幅度降低，这也是导致患者发生压疮的重要因

素 [4]。

表 2 比较并发症（%）

组名 例数 压疮 高烧 术后感染 总并发症

研究组 47 1（2.12） 1（2.12） 1（2.12） 3（6.36）

对照组 47 3（6.36） 2（4.24） 3（6.36） 8（16.96）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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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发生医院感染的不良因素主要有以下几

点：首先，在呼吸内科所接诊的患者大多存在病情复

杂、病程长的特点，若在治疗过程中不科学的运用抗

生素实施治疗，将会对患者的免疫力造成不良影响，

使得抗药菌株出现异常增多现象，这就极易引发医院

感染现象 [5]。其次，许多呼吸内科患者的疾病，大多

是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所导致的，再加上病房环境

细菌、病原菌较为复杂，患者极易产生院内感染现象。

最后，呼吸内科大多为老年患者，中医辨证认为此类

患者极易被邪气侵入，而这也就引发了医院感染。

中医护理措施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整体

护理干预。此项护理干预是依据中医整体辨证观所设

计的护理措施，在实施护理干预时需要全面贯穿整体

护理思想，临床指导需要依据中医理论，以整体护理

方向为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此项护理干预措施的运用

能够在前期取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此外，还要避

免患者出现过大的情绪变化，以减轻对患者身体的影

响。第二，辨证施护。依据中医四诊原则收集患者的

基础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综合各项资料，依据证

候定性的模式判断患者疾病类型。然后通过该结果明

确护理方法、护理原则，并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干

预措施。第三，饮食干预。通过强化与患者之间的交

流，为患者的治疗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帮助患者提

升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中医饮食护理需要依据患者病

情为患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饮食干预，通过深入分析

患者体质的情况下运用合适的食物。第四，生活护理。

在呼吸内科为患者实施中医生活护理干预时，相关医

护人员应当严格依据自然界的变化。在中医学中，对

于日常起居规律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对此，相关医

护人员要在护理过程中告知患者要依据“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原则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对于部

分年老体弱的高龄患者，医护人员要叮嘱患者保持早

晚起，在夏季要保持晚睡早起，以此提升患者身体的

免疫能力，进而有效提升护理效果。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研究组总并发症发生概率相

对较低，整体满意度相对较高；对照组总并发症发生

概率相对较高，整体满意度相对较低，P<0.05。由此

则说明了，运用中医护理措施不仅能够提升护理满意

度，帮助患者实现快速康复，还能够提升患者身体的

抗病能力、生活质量。中医护理措施的运用需要相关

医护人员针对患者疾病类型展开深入分析，并积极开

展院内感染防控工作，进一步强化患者的免疫能力，

并在护理过程中严格落实中医护理的各项原则；而在

运用以往的护理干预措施时，并不能满足每个患者的

各项不同需求，这就导致护理满意度始终无法达到较

高的水平。同时，此项护理措施太过被动，通常是在

患者出现不良现象时相关医护人员才会为患者实施相

应的护理干预，并没有起到事先预防的效果，从而导

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并发症，这对患者

康复速度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相关医护人员在

呼吸内科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时，有必要运用中医护理，

并在护理过程中全面贯彻中医护理原则，做好并发症

预防工作，运用辩证施护的方式及时调整护理方法，

以此充分满足所有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综上所述，运用中医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呼吸

内科医院感染现象的发生概率，对于提升患者预后质

量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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