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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提高呼吸内科护理质量

周　婷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呼吸内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方法与效果。方法：将我院2018年1月～ 2019年6月呼吸内

科收治的68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34例用常规护理，观察组34例用优质护理。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5.7±2.5）分比对照组（81.3±2.7）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呼吸内科中实施优质护理服务

时，需将患者作为中心，为其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护理服务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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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化呼吸内科疾病在近几年的发病率逐步提升，疾

病的种类较多，而在临床中除了需对患者采取有效的治

疗措施外，科学的护理方法也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效果。

将优质服务应用于消化呼吸内科管理的护理中，效果显

著，现将具体过程与结果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的是2019年5月至2020

年5月期间来我院诊治的68例消化呼吸内科住院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将这68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34例。对照组行普通的护理服务，观察组实

施优质服务护理。对照组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5

例，年龄35 ～ 76岁，平均年龄(55.6±15.4)岁。本组患

者在经过诊治后，9例支气管炎、13例肺炎、4例慢阻肺、

6例消化性溃疡、2例胰腺炎。观察组患者中，男性20例、

女性14例，年龄36 ～ 77岁，平均年龄(56.4±16.3)岁。

本组患者在经过诊治后，7例慢阻肺、9例肺炎、3例肝

硬化患者、9例胰腺炎、6例溃疡性结肠炎。通过综合对

比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差异小，

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二、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服务，对患者施行行为护

理和药物护理。作为对照组的护理人员应坚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注重护理实施过程需凸显出人性化护理管

理。通过由护理人员向患者讲解关于卧床休息的舒适体

位、科学的呼吸方式和排便方法。针对患者的身体需避

免过度牵引，防止发生疼痛的情况。一旦有紧急状况出

现，则需要及时联系医生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法。尤其

是患者发生剧烈疼痛情况时，可采用止痛药物对患者进

行止痛。观察组患者在护理过程中通过给予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行优质服务，具体内容如下：①基础护理：由护

理人员先对患者的病情和自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并给

予患者实行专业化、人性化和个体化的护理服务。通过

定期做好病房内的巡视工作，为消化呼吸的内科患者创

造干净、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保证消化呼吸内科病

房两侧走廊的安全扶手正常，让病房内能够始终保持干

燥清洁。其中，可在患者的病房内增加电吹风、坐便器

和洗头车等多种生活设备。针对不同患者的兴趣爱好，

为了让患者焦虑、紧张的情绪得到有效缓解，让患者能

够在治疗期间保持舒适的心理，可在患者的病房内播放

舒缓的音乐，让消化呼吸内科患者治疗间的护理效果得

到提高；护理人员还可通过在病房内张贴手写护理祝福

卡片的形式来给予患者浓厚的人文关怀。②心理护理：

因消化呼吸内科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较长，需接受的护

理周期也长，所以一旦当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出现紧张

焦虑的情绪，或者是对治疗恐惧的不良情绪时，则要求

护理人员针对患者的实际病情施行针对性的护理指导。

通过对患者产生的不良心理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再

给予患者施行科学合理的护理措施，耐心与患者进行沟

通交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身体体征有全面的了解，

尽量满足患者提出的合理要求，充分尊重每一位患者的

个人隐私；护理人员可向心理承受能力弱的患者详解相

关的疾病知识点，让患者能够对自身所患疾病有全面的

了解和认知，让患者消除疾病治疗间的紧张和焦虑心理，

并能够主动配合医生参与治疗工作；给予患者和家属更

多的关心和爱护，避免患者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况，以

此保证消化呼吸内科的临床治疗效果。③饮食护理：消

化呼吸内科管理中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其护理人员将患

者的实际病情作为护理措施的实施依据，合理设置饮食

结构，嘱咐患者尽量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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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辛辣和生冷的食物，以此保证患者每日能够摄入充足

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给予患者施行饮食护理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需帮助患者树立起健康的饮食意识，避免患者

的消化系统受到不合理饮食的刺激，以此提升患者的身

体机能、免疫力和抵抗力。④健康教育：护理人员需耐

心主动的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并向患者和家属详细

的讲解消化呼吸内科疾病在治疗期间的护理知识。通过

将患者的文化背景、性别和年龄作为护理实施方案制定

的重要依据，让患者能够全面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发病

机制、可采取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后的情况，正确认识优

质服务护理的实行重要性[6]。注重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

培养，并让患者了解治疗过程中护理存在的安全隐患。

积极做好患者在出院后的上门随访和电话随访工作，保

证消化呼吸内科的治疗效果。

1.观察指标　

①使用医院自制的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进行调查分析，主要针对两组患者对护理方法的感受

和意见，其调查问卷的总分为100分，非常满意的得分

为90分，满意的得分≥60分，不满意的得分<60分；②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③评价两组

的护理质量评分，主要以护理操作、护理沟通、健康教

育、护患关系、细节服务，总分为100分，每项为20分，

分值越高表明患者护理质量越高；④用焦虑以及抑郁自

评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进行评分,判定

标准：≤7分时判定为正常，≥8分时判定为存在焦虑情

绪以及抑郁情绪。

2.统计方法

　运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χ2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1.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通过综合对比两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上表1。

2.两组患者护理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

组患者发生率为2.94%，对照组患者发生率为11.76%，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上表2。

3.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及平均住院时间比

较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及抑郁情绪评分为明显更优

于对照组焦虑情绪及抑郁情绪评分；平均住院时间方面

对照组患者住院时间高于观察组，两组数据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

总结

呼吸内科是医院中的重要科室之一，常见患者患有

气道、肺脏等部位疾病，比如肺炎、支气管炎、哮喘或

者肺栓塞、肺癌等疾病，病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与日

常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

一定影响[3]。由于呼吸内科患者的病情复杂多变，且对

患者身心的影响较大，临床治护工作尤为关键。本次接

受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明显，患者对每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较高，整个护理内容实施是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每

项基础护理的加强，强调护理服务的针对性、严谨性，

强化护理细节和技巧性，在保证患者病情稳定恢复的同

时，提高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在消化呼吸内科管理的护理中采取优质服务，具体

涉及到质量控制管控模块、基础护理管理模块和病房管理

模块。其中：①针对质量管控模块主要是由护理人员担任

质控组长，并强调PDCA四个阶段的质量管理，以此来提

升护理质量。通过强化质控环节的指标控制，具体涉及到

护理要素质量指标、环节质量指标和终末质量指标。这样

通过结合整个内科科室的实际情况制定质量控制和院内感

染的工作指南，并以此作为依据来指导内科的护理人员充

分认识到质量控制和院内感染控制方面的重要性，让护理

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相关的护理质量控制，真正达到共同提

高的目的。②基础护理管理模块：需要护理人员为广大患

者创造干净、舒适和安静的病房环境，让优质护理服务真

正落到实处。护理人员需根据患者的病情提供针对性的护

理。尤其是针对病危的患者，需要由护理人员和组长共同

负责患者的基础护理、心理护理，消除患者的紧张和恐惧

心理；给予临终的患者施行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在必要的

时候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干预，大幅度提升患者对医院护理

的满意度。③病房管理模块：由医院内科的护士长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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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药品管理、物品管理、护理成本核算和患者的费用管理

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通常护士需要将一些药品及特殊的药

物进行分类保管，定期进行药品的质量和有效期检查，再

按照药物有效期的先后顺序进行使用；护理人员需要为一

些刚办理入院手续的患者安排床位，向患者讲解所患疾病

的健康教育知识、医嘱等政策，避免出现少收、多收和漏

收患者费用的情况。护士长还需要定期进行物品核查工

作，制定科学合理的物品外借制度，严格做好交接班工

作。再综合分析内科科室的工作量的情况下合理调整物品

的请领数量，由科室护士负责人积极做好闲置物品和其他

科室护理物品的机动调换工作，避免发生严重的浪费情

况。只有真正管理好消耗性的物品，做好病房设备设施的

维护工作和卫生管理工作，才能够更好的为消化呼吸内科

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以此保证患者的护理质量。

本文通过综合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100%，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为64.7%；观察组患者护理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为2.94%，对照组患者发生率为11.76%，比较两组数

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质

量总分为(91.48±2.63)分，比较对照组护理质量总分为

(83.97±3.52)分，更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明显更优于

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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