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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护理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的干
预效果分析

邓平  周婧  张小凤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400042

【摘要】目的：研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使用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选取本院自 2019年 5月 ~2020
年 5月的 92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护理组，每组 46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护理组应
用全程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各项指标。结果：护理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7.82%，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护理组各项指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使用全程护理模式，能够提
高患者戴机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从而更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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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气道正压通气作为目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首选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期

间的呼吸暂停或低通气症状，从而缓解患者因夜间睡眠

缺氧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如白天嗜睡、头昏头痛、记

忆力减退等。但在治疗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口干、皮肤

压痕、鼻塞、头痛、入睡困难等常见不良反应，影响患

者戴机的依从性，从而影响疗效 [1]。笔者对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应用全程护理方法进行了研究，报

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将本院自 2019 年 5 月 ~2020 年 5 月的 92 例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利用随机的方法进行分组，每

组 46 例，对照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26 例和 20 例，

年龄在 28~64 岁，平均（45.81±3.19）岁；护理组男性

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30 例和 16 例，年龄在 29~65 岁，平

均（45.92±3.28）岁。将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

没有明显的差别（P ＞ 0.05），可以进行比较。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护理组给予全程护理，具体

护理方法如下：

个性化护理：在患者入院之后需要根据他们的病情

为他们制定专门的病历档案，并将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

统计，录入到系统当中。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应该明确

自身的职责，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出院指导和随访等

工作。

健康宣教：需要了解患者在进行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治疗的时候所产生的压力，并将和呼吸机有关的知识向

患者进行讲解和宣教，让患者及家属明确治疗的方法和

对治疗有正确的认识，宣教的主要内容有：需要为患者

和家属讲解使用呼吸机治疗的方法、主要治疗的目的和

意义，以及治疗期间会出现的问题和应对问题的措施等，

这些都可以以观看视频、开展讲座和现场模拟等方法来

实现。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还应该告知患者和家属应该

如何进行呼吸机的养护。在讲述完这些内容的时候可以

让患者和家属互相复述，以加深对知识的记忆。这样的

健康宣教应该一周一次，每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对于

吸烟的患者，应该重点讲解吸烟对疾病的危害，告诫他

们戒烟，并避免吸入二手烟。患者出院之后需要嘱咐患

者按时到医院复诊，帮助患者合理的调整呼吸机治疗压

力，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2]。

饮食护理：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帮助他们

正确调整饮食结构，保证患者可以合理饮食，营养均衡。

并且应该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要暴饮暴食，保证

充足的睡眠，适量运动。因酒精有肌松作用，会加重呼

吸暂停或低通气的症状，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避免饮酒。

加强随访工作：在患者出院的时候，需要提醒患者

遇到问题时及时和护理人员联系，可以使用微信群或者

是联系卡的方式，保证患者在出院之后得到正确和及时

的指导。比如，可以利用门诊随访制度，让护理人员和

医生进行配合，将患者的病历档案完善，并将随访表中

的内容仔细填写。也可以将和这个疾病有关的患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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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信群，让他们在群中提出戴机治疗过程中所遇到

的问题和建议，促进护患之间的交流和正能量的传递，

让患者互相鼓励分享经验，护理人员也可以随时查看消

息并及时的做出回复。在复诊的时候监测患者的病情，

并告诉患者下次复诊时间和生活注意事项。最后，护理

人员应该每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进行随访，并耐心地解答

患者所提出的问题，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3]。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各项指标。护理满意

度需要使用本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者进行

调查，总分为 100 分，分为十分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

个标准，得出的分数越高代表为患者护理的越好。总

满意度 =（十分满意 + 满意）/46*100%。各项指标分为

AHI、最低血氧饱和度以及小于 0.90 的氧减时间比。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1.0 软件将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t

和 x2 进行检验，当 P ＜ 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护理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7.82%，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6 20 17 9 80.43
护理组 46 25 20 1 97.82
x2 / / / / 7.181
p / / / / 0.007

2.2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对比

护理组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对比（x ± s）

组别 例数 AHI 最低血样
＜ 0.90 的 氧 减 时 间 比
（%）

对照组 46 31.17±2.36 0.75±0.03 16.74±1.64
护理组 46 28.75±2.44 0.82±0.02 15.16±1.41
t / 4.835 13.167 4.955
p /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作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的首选治疗方式，因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口

干、皮肤压痕、鼻塞、头痛、入睡困难等不良反应，很

可能让患者在治疗期间降低治疗依从性，从而影响治疗

的效果，所以在治疗时应对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全

程护理模式就是在为患者治疗的时候，建立一个专门的

电子档案，并有护理人员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让他们了解和疾病有关的知识，以及呼吸机使用和养护

的方法 [4]。并且在健康宣教中患者及家属可以通过视频

或者是讲座等方式了解治疗的目的及意义。同时，护理

人员还应该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保证患者合理饮食，

营养均衡。而出院之后也会有相应的随访，保证及时解

决患者的问题，将疗效提升。在本次研究当中，护理组

的护理满意度为 97.28%，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而护理组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这

说明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的护理中，全程

护理优于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使用全

程护理模式，能够提高患者戴机依从性，从而更好地改

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还能提升护理满意

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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