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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呼吸系统疾病护理中的应用 

程晓文 

陕西省中医医院  710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呼吸系统疾病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效果，以为后续护理人员的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方法：选取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收治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110 例，予以回顾性分析，按照区组随机化的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组（55 例）与观察组（5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案，观察组

采用优质护理服务，观察两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在进行差异性护理后，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94.55%）较对照组（83.64%）更高，P<0.05；观察组患

者护理满意度（96.36%）较对照组（87.27%）更高，P<0.05 结论：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护理中采取优质护理模式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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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的高发病之一，疾病不

仅对患者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影响，严重的甚至造成患者死亡。由

于患者的病情复杂且部分疾病具有传染性，导致护理工作工作量和难度

大。感冒、流行性感冒，或者急性支气管炎都是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

各种类型的肺炎也可能是由呼吸系统感染引发，这些都会影响到患者呼

吸，引起咳嗽、呼吸不畅、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影

响到心脏的功能引起心悸、心前区疼痛，也会影响到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还会引起全身症状，出现肺性脑病，甚至导致死亡。想要缓解或者治愈

呼吸系统疾病，除了通过科学合理的医疗手段，做好患病期间的护理也

十分重要。为了进一步验证优质护理服务的临床应用效果，本次研究选

取我院近两年收治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110 例，予以回顾性分析，取得

了不错的研究成果，现研究成果如下。 

1 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随机收治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110

例，展开调查，按照区组随机化的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组（55 例）与观

察组（55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30 例，女性 25 例，均龄（46.76±5.27）

岁；观察组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均龄（45.21±6.46）岁。为保证本次

研究结果的正确性，研究结论对医护人员后续工作的开展有指导作用，

对 110 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调查、核对，符合本次研究标准。对比两组

患者的基本资料，P<0.05，可比。 

1.2 方法 

为比对优质护理服务的实际应用效果，本次研究选择分组对比的形

式开展研究工作，对患者实施合理分组，并施以不同的护理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的护理模式，具体方法为：做好患者的日常护理工

作；注意观察患者的情况；按照规定巡查病房；保持患者呼吸道畅通；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观察组开展优质护理模式，具体方法为：①要求护理人员对呼吸系

统疾病的护理知识掌握必须牢固，注意保持病区安静、整洁，营造舒适

的住院氛围，保证无菌操作，对病区进行有效管理，防止患者出现交叉

感染的情况。接待患者入院治疗时要保持微笑，以热情的服务待人，注

重仪容仪表，穿着得体，为患者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首先要做到为患

者准备干净舒适的床铺，同时还要告知患者及家属各个设施的作用操作，

还要教会他们进行用药管理和使用设施设备，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

不断鼓励患者和家属积极进行治疗，建立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②医护

人员应当提醒并监督患者少食多餐，以促进患者对事物的消化和吸收，

禁止患者食用生冷食物从而引发哮喘，加重生命威胁，对病情严重或者

无法进食的患者考虑通过输液提供营养。③在患者住院期间护理人员要

嘱咐患者进行适当活动，帮助行动不便的患者进行肢体活动，选择合适

的体位，保持呼吸道畅通，定期清理呼吸道内痰液等异物，避免加重呼

吸感染。④护理人员对可能出现的不安全事件应当格外注意，密切注意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和情绪状况，在患者进行滴注时注意巡查，控制液

体流动速度，防止患者拉扯、拔除留置管，时刻注意患者是否出现抽搐、

血压升高、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⑤患者除了受到疾病的影

响造成身体异常外，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疏忽也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可逆

的影响，产生不良后果，因此护理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护理流程进行工作，

规避护理风险。⑥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严格控制来自外部的安全隐患，

患者病情变化大，加之该病的老年患者较多，行动不便，相较于年轻人

身体机制更差，护理人员需要格外注意患者的出行安全，同时保持病区

的干净舒适，避免病区出现积水、障碍物等，避免患者出现意外摔倒等

事件，阻碍病症的治疗效果或者对患者造成其他伤害；⑦护理人员对患

者应主动关切，对情绪紧张、焦虑的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询问患者身体

情况变化，帮助患者建立痊愈的信心，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感情，加强患

者的信任，提高预后。⑧在住院期间，作为护士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排班，

保证一名主管护师负责带班分组，能够让每一位护师都有对应的患者，

为其进行良好的护理服务，认真分析每位患者的体态、体征、症状，做

好各项监测工作以及基础护理工作。排班制度同样也需要一定的弹性，

合理安排，每周的接班换班次数，对于夜班的安排更要科学合理保证护

士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才能够进行更优质的护理服务，进一步提升护理

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对于每位护士的排班，需要做到每组都能够有 24 小

时值班的固定方案，为患者提供不间断的护理服务。出院的时候要全程

为患者办理各项出院手续，整理相关医用品，及时的听取患者的意见和

建议，然后再向上级反馈。叮嘱好患者和家属进行康复护理，工作及时

接收复查，对于患者后续的数据收集也同样跟进。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护理期间发生的护理有效率情况以及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这两种情况都能够有效的说明优质护理服务

是否比常规服务有更多的优势。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比较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94.55%）较对照组

（83.64%）更高，P<0.05，详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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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6.36%）较对照组

（87.27%）更高，P<0.05，详细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5 33（60.00） 13（23.64） 9（16.36） 46（83.64） 

观察组 55 36（65.45） 16（29.10） 3（5.45） 52（94.55） 

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5 37（67.27） 11（20.00） 7（12.73） 48（87.27） 

观察组 55 43（78.18） 10（18.18） 2（3.64） 53（96.36） 

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肺炎等等老年患者是

高发病群体，尤其是部分自身免疫力较差，身体机能不佳，得不到良好

的治疗配合或者是合理的护理，就会使得患者的病情加重。良好的治疗

配合以及有效的护理才是保证患者健康安全以及治疗最佳效果的保障，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种护理模式，通过全方位进一步提升

护理服务水平，达到患者康复的最终目的。优质护理进一步深化了护理

的真正内涵，将护理工作落实到每一位护理工作的园中，并且不断优化

流程以及排班制度，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高效便捷的服务，而这样

的一种优质服务，同样也为医院的健康发展带来动力。在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进行科学的医治过程中，做好护理工作也同等重要。护理工作是医

疗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护理方式能够提高护理质量，帮助

患者加快恢复的步伐。护理人员应当明确自己的责任，注意对患者病情

的掌握，重视对患者护理细节把控，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给予心

理护理。通过本次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在实施差异性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护理总有效率（94.55%）较对照组（83.64%）更高，P<0.05；观察组

患者护理满意度（96.36%）较对照组（87.27%）更高，P<0.05。这提示对

呼吸系统疾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提高护理的质量，为后续护理工作

的开展提供指导意见，在实施优质护理后患者的呼吸功能情况也有较大

改善。 

综上所述，呼吸系统是指并发于机体肺部，支气管以及气管等部位，

因为病情多变，使得多数患者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咳嗽等症状，

这对于患者未来的生活工作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总而言之，呼吸系统

疾病的治疗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才能够达到治疗的最佳效果，只有真正

的做到有效的护理干预，才能够确保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保障

患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医院要对接质的呼吸系统，病患进行更优质的护

理服务，以便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采取优质护理

服务，可以帮助患者早日康复，提高预后，提高护理质量和满意度，推

动我国临床护理事业的发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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