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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重症呼吸衰竭患者护理中的应用观察
刘　莉

(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目的：讨论对重症呼吸衰竭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0 月间确诊的
重症呼吸衰竭患者 80 例，按研究方案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 SDS、
SAS 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SDS 评分（43.26±1.46）分、
SAS 评分（39.26±1.44）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43.26±1.46）分、（42.23±1.65）分；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对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重症呼吸衰竭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缓解患者的
不良情绪，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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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主要是重症肺炎，也就是患者的局部
炎症的程度，以及肺部炎症非常严重而出现的严重的低氧血症
[1-2]，以及患者出现了呼吸衰竭的情况，该病症病程较长，且
反复率较高，因此患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法，否则情况严
重时，病死率较高。本研究中，通过对比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
组与接受综合护理的观察组患者间治疗效果，分析综合护理的
临床价值。

1　材料与分析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0 月间确诊的重症呼吸衰

竭患者 80 例，按研究方案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中患
者共 40 例，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20:20，年龄为 30-75 岁，平均
年龄为（52.16±1.03）岁，病程2-6个月，平均病程（4.17±0.62）
个月；观察组中患者共 40 例，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19:21，年龄
为 31-76 岁，平均年龄为（52.15±1.02）岁，病程 2-6 个月，
平均病程（4.16±0.61）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患病基础
无明显差异，可进行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综合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①病情关注：医护人员随时关注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意识和机
体变化，保证患者治疗期间的身体清洁和肢体运动，以防出现
感染、静脉血栓等情况。②治疗过程护理：关注患者是否出现
人机对抗，确保患者的呼吸机辅助呼吸与其自主呼吸一致，为
患者采用吸痰处理，保证其呼吸顺畅，以防患者呼吸中枢产生
损伤。③心理干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多会产生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医护人员耐心与患者进行交流，为患者讲解治疗事
项，帮助患者缓解压力。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一般、不满 3 个等级，采用调查问

卷方式，满意人数越多，护理满意度越高。
焦虑自评量表 (SAS) 采用 4 级评分法，共 80 分，70 分以

上分为重度，60-69 分为中度，50-59 分为轻度，50 分以下分
为正常，分数越低，心理状况越正常。

抑郁自评表（SDS）共 20 个项目，总分为 20 个项目的分数
总和，72 分以上为重度，63-72 为中度，53-62 为轻度，低于
53 分为正常，分数越低，心理状况越正常。

1.4　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表示，行X2 检验，计数资料以（ x ±s）表示，行t检验，

以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对比
见表 1。
2.2　护理满意度
见表 2。
3　结论
重症呼吸衰竭的临床症状多为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二

氧化碳潴留、肺梗塞、发绀等，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科疾病。该
病症发病率、复发率较高 [3-5]，且病情形成时间较长。呼吸衰
竭常伴氧分压下降，二氧化碳分压下降或增高的相应病理生理
学改变，从而造成患者机体各方面功能出现紊乱。治疗过程中，
患者的早期护理、康复护理均至关重要，如治疗效果不明显或
病情反复率较高，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产生很大影响。随
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综合护理逐渐被应用在治疗重症呼吸
衰竭患者中，该方法更具有针对性，采用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
护理理念，本研究中，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无明
显差异（P<0.05），通过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密切关注，友善性
沟通交流，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SDS 评分（43.26±1.46）分、
SAS评分（39.26±1.44）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43.26±1.46）
分、（42.23±1.65）分，证明了综合护理对患者的心理状况
有很大改善；且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对患者治疗时机体的呵
护和对治疗效果的重视，促使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82.50%）
明显高于对照组（55.00%），对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可知：对重症呼吸衰竭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有
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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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对比 （ x ±s）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65.08±1.25 42.23±1.65 63.26±1.47 43.26±1.46
观察组 40 65.09±1.24 39.26±1.44 63.25±1.48 40.06±1.21

t 0.036 8.577 0.030 10.673
p 0.486 0.000 0.488 0.000

表 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 满意度
对照组 40 22（55.00） 13（32.50） 5（12.50） 22（55.00）
观察组 40 33（82.50） 6（15.00） 1（2.50） 33（82.50）

X2 7.040
P 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