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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精细化护理管理对呼吸内科护理质量的影响 

许萌格 

沭阳中山医院  呼吸内科  江苏沭阳  2236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细化护理管理对呼吸内科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纳入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住院的呼吸内科患者，将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标准的护理管理；精细化护理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化的护理计划、

定期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等措施。观察指标包括患者平均住院天数、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评分。结果：精细化护理组的平均住院天数显著低于常规护

理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中具

有显著的优势，能够显著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因此，推广精细化护理管理对于提升呼吸内科护理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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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 the effect of fine nursing management on the nursing quality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Xu Mengg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Shuyang Zhongshan Hospital，Jiangsu Shuyang 223600 

[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refined nursing management on the quality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Methods：Respiratory 

medicine patients hospitalized between November 2022 and July 2023 were included，and 1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refined care 

groups and usual care groups.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care group receive standard care management；adding individualized care plan，regular health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Observed measures included mean days of patient stay，patient complication rate，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score. Results：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days in the refined car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usual care group，th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usual care group，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usual care group，P <0.05，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Fine nursing management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respiratory nursing，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days in hospital，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Therefore，the promotion of fine 

nursing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ursing. 

Key words：fine nursing management；respiratory medicine；quality of nursing；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averag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complication 

rate；satisfaction score 

 

引言： 

呼吸内科是临床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涉及到呼吸系统的各

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1]。在呼吸内科患者的护理中，提高护理质量是至关

重要的，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康复情况和生活质量[2]。近年来，精细化

护理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临床科室，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3]。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细化护理管理对呼吸内科护理质

量的影响，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方式，对病例进行搜集和观察，以期

为呼吸内科护理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通过本研究的开展，我们期望

能够全面了解精细化护理管理对呼吸内科护理质量的影响，为提高呼吸

内科患者的护理质量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为临床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法。同时，本研究的结果也将为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其他临床科室的

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精细化护理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在沭阳中山医院住院的呼吸内

科患者，共 100 例，其中男性 75 例，女性 25 例，年龄范围为 65 至 85

岁。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患者随机分为精细化护理组和常

规护理组，每组患者各 50 例，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对比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对比 

组别 性别（男/女）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天）

精细化护理组 38/12 75.21±3.45 10.87±2.14 

常规护理组 37/13 74.86±3.51 10.85±2.12 

t/χ2 0.053 0.503 0.047 

P 0.817 0.616 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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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常规护理措施 

（1）基础护理：护理人员会提供基础的护理服务，包括测量患者的

体温、脉搏、呼吸和血压等生命体征，记录病情变化，协助患者进行日

常生活活动，如洗漱、更衣和饮食等。 

（2）用药管理：护理人员会按照医嘱给予患者药物，并监测药物的

使用情况和效果。护理人员会负责药物的配药、给药和记录，确保患者

按时、正确地使用药物。 

（3）患者安全：常规护理组会关注患者的安全问题，包括防止跌倒、

预防压疮、预防感染等。护士会定期更换患者的体位，保持皮肤的清洁

和干燥，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和辅助工具，如扶手、床栏等。 

（4）疼痛管理：护理人员会评估和监测患者的疼痛程度，并根据医

嘱给予相应的镇痛药物或非药物疼痛缓解措施。护理人员会关注患者的

疼痛反应和效果，及时调整疼痛管理方案。 

（5）卫生护理：护理人员会负责患者的个人卫生护理，包括口腔护

理、皮肤护理、泌尿护理等。护理人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

当的护理方法和器材，保持患者的卫生清洁。 

（6）信息交流：常规护理中，护理人员会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

的信息交流，解答疑问，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和指导。护理人员会记录

患者的护理情况和病情变化，与医生和其他护理人员进行沟通和协作。 

（7）呼吸内科常规护理：①保持通畅的呼吸道：定期清洁呼吸道，

包括清洁鼻腔、喉咙和气管，保持呼吸道通畅。②监测呼吸状况：观察

患者的呼吸频率、深度和节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③维持氧气供应：

确保患者有足够的氧气供应，监测氧饱和度并调整氧气流量。④促进有

效的咳嗽：帮助患者进行有效的咳嗽，以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⑤辅

助呼吸：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可以采取辅助呼吸措施，如给予氧气治

疗、使用呼吸机等。⑥止感染：采取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勤洗手、

佩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止交叉感染。⑦促进体位排痰：根据患者的病情，

采取适当的体位，帮助患者排痰。⑧鼓励运动：鼓励患者进行适当的运

动，促进呼吸道通畅和肺功能恢复。⑨提供心理支持：呼吸内科患者常

常面临呼吸困难、焦虑等问题，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⑩定期观察和记

录：定期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氧饱和度、体温等，及时记录并报告医

生。 

1.2.2 精细化护理管理 

精细化护理管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针对每位患者的个体特点

和需求，制定个体化的护理计划，加强定期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等措施。 

（1）个体化的护理计划：精细化护理组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病史、

生活习惯等因素，制定个体化的护理计划。例如，对于患有慢性呼吸道

疾病的患者，护理计划可能包括定期监测呼吸功能、制定合理的运动计

划、提供合适的饮食指导等。 

（2）定期健康教育：精细化护理组定期为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包括

疾病知识、用药指导、呼吸锻炼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健康教育，患者能

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疾病情况，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提高对疾病的认

知和应对能力。 

（3）康复指导：精细化护理组通过康复指导，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

练和生活方式调整。例如，对于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康复指

导可能包括呼吸锻炼、肺活量训练和呼吸肌力训练等，以提高患者的呼

吸功能和生活质量。 

此外，精细化护理管理还注重护理过程中的细节和沟通交流。护士

会与患者进行频繁的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和疑虑，并提供情感支持和

安慰。同时，护士还会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及时调整

护理措施，确保患者的安全和舒适。 

总之，精细化护理管理通过个体化的护理计划、定期健康教育和康

复指导等措施，提供更加全面和贴心的护理服务，以提高患者的护理质

量和满意度。 

1.3 观察指标 

（1）患者平均住院天数：这个指标反映了患者在医院住院的时间长

度。通过比较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可以评

估精细化护理管理是否能够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用（ sx  ）表示，实

施 t 检验。 

（2）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这个指标衡量了患者在住院期间是否出现

并发症。通过比较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可

以评估精细化护理管理是否能够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用%表示，

用χ2 检验。 

（3）患者满意率：通过比较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的患者满意

度，可以评估精细化护理管理是否能够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对

比两组患者的满意率，用%表示，用χ2 检验。 

（4）生活质量评分：用生活质量评估工具 SF-36 来评估患者在住院

期间的生活质量。通过比较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的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可以评估精细化护理管理是否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满分为

100 分，用（ sx  ）表示，实施 t 检验。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代入 SPSS21.0 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

实施 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用χ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精细化护理组在平均住院天数、生活质量评分、患者满意度和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上表现出显著优势。精细化护理组的平均住院天数

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此外，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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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护理组的患者满意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

于常规护理组。这些结果支持了精细化护理管理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具

体见表 2、表 3。 

表 2  平均住院天数、生活质量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平均住院天数（天） 生活质量评分（分）

精细化护理组 50 10.13±1.28 86.43±3.12 

常规护理组 50 12.87±2.52 79.23±5.15 

t  6.855 8.455 

P  0.000 0.000 

表 3  患者满意率、患者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患者满意率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精细化护理组 50 48，96% 3，6% 

常规护理组 50 39，78% 10，20% 

χ2  7.162 4.332 

P  0.007 0.037 

3 讨论 

呼吸内科护理是指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提供全面的护理服

务，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4]。这些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哮喘、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COPD）、肺炎、肺癌等。 

在呼吸内科护理中，护理人员需要进行呼吸功能评估，包括测量患

者的呼吸频率、呼吸深度、氧饱和度等指标[5]。通过对呼吸功能的评估，

护理人员可以了解患者的呼吸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呼吸问题。护理人

员还会进行氧疗，使用呼吸机，进行气道管理，如吸痰和气管插管等。

氧疗是通过给予患者额外的氧气来改善患者的氧合情况。呼吸机的使用

可以辅助患者呼吸，提供充足的氧气和排除二氧化碳。气道管理是指通

过吸痰和气管插管等操作，保持患者的气道通畅，防止呼吸道阻塞和感

染。护理人员还会关注患者的痰液引流，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痰液引流

是通过各种方法，如体位转换、咳嗽、气道震荡等，帮助患者将痰液排

出体外。这可以减少痰液积聚，防止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然而，常规护理在呼吸内科护理中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常规护理

往往是一种标准化的护理模式，无法满足不同患者的个性化需求。每个

患者的疾病情况和护理需求可能不同，需要根据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

护理计划[6]。其次，常规护理的流程往往繁琐，包括一系列的护理操作和

程序。这可能导致护理过程繁琐，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并可能

降低护理的效果。此外，常规护理往往只注重患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疾

病治疗，而忽略了患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这可能导致患者在护理过程

中感到缺乏关怀和支持。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精细化护理管理被提出并得到了广泛应用。精

细化护理管理注重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以满足

患者的个性化需求[7]。通过优化护理流程，简化护理操作和程序，精细化

护理管理可以提高护理效率，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精细化

护理管理注重细致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提供全面的护理支持，

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和康复过程[8]。 

在本次研究中，精细化护理组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精细化护理组

的平均住院天数较常规护理组显著降低，这表明精细化护理管理能够有

效地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康复速度。此外，精细化护理组的生活

质量评分、患者满意度评分以及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优于常规护理

组。这些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精细化护理管理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精细化护理管理的有效性可以归因于其个性化护理计划和关注患者

需求的特点。通过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精细化护理管理可以更好地满

足患者的特殊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和

情感需求可以增加患者的满意度，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信任和依从性。 

综上所述，精细化护理管理能够弥补常规护理的一些缺陷，提高护

理质量，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减少患者的并

发症发生率。因此，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呼吸内科护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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