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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护理在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中的

价值和护理质量分析

李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整体性护理在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中的价值与护理质量。方法：将 2018年 12月到 2019年 12月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 76例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纳入研究范围，经随机抽样法分为实验组（38例）与对照组（38例），实验组应用整体性护理，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血常规恢复时间、咳嗽消失时间、低氧状况缓解时间与哮鸣音消失时间）与

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经护理，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意义（P<0.05）；
经护理，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意义（P<0.05）。结论：将整体性护理干预应用于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

当中，可促进患者康复，缓解患者病情，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大力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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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属于临床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在发病以后，

其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哮鸣音等，而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在发

病后则会伴随着紫绀、大汗淋漓以及端坐呼吸情况，发作之后可

能会持续 24小时以上，且无法缓解。对于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

临床通常采取常规护理以促进患者的临床效果，但近年来随着医

疗服务水平不断上升，患者对临床护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常规护

理已经无法满足患者对医院的护理要求，因此需要进行转变与更

新[1]。本文主要分析整体性护理应用于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中的

价值与护理质量，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8年 12月到 2019年 12月收治的成人重症支气

管哮喘患者当中抽取 76例为研究样本，将其经随机抽样法将患

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8例。其中实验组男性 22例，女性

16例；对照组男性 21例，女性 17例。实验组的年龄范围为 20~52
岁，平均年龄为（38.56±2.78）岁；病程范围为 2~9个月，平

均病程范围为（5.38±0.71）个月；对照组的年龄范围为 22~50
岁，平均年龄为（38.23±2.42）岁；病程范围为 1~8个月，平

均病程范围为（5.40±0.67）个月。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

显示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对比分析。纳入标准：知晓研

究内容，与我院签署相关协议；年龄在 18周岁以上；经我院确

诊为重症支气管哮喘疾病。排除标准：合并其他重要器官严重疾

病；合并自发性气胸；存在严重肾脏功能异常。

1.2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内容如下：患者入院后，协助患者完

善相关检查，遵医嘱做好患者的药物指导、健康宣教等内容，观

察患者的病情变化等。

实验组应用整体性护理，内容如下：（1）心理护理：在日常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加强患者对支气

管哮喘这一疾病的认知，对于患者的疑问或诉求，护理人员要耐

心倾听，在此过程中，还要保持微笑，通过点头与眼神交流与患

者互动，举止大方，在行动时给予患者充分的尊重，以获取患者

的信任；做好患者的安慰工作，以鼓励性的语言激发患者对战胜

疾病的信心，嘱患者家属积极与患者心理安慰与精神支持。（2）
机械通气护理：对于呼吸衰竭的患者需要建立人工气道，在此过

程中做好患者的呼吸道护理，清除患者呼吸道中的痰液，避免堵

塞气道；在这一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相关

标准执行，预防细菌感染引起并发症。（3）运动护理：在患者急

性期之后需要适当指导患者进行有氧运动，为患者讲解有氧运动

的作用，并根据患者的喜好、病情情况选择太极、慢跑、散步、

打球等有氧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在 0.5~1.0h之间为宜，每周训练

5次，避免激烈运动。（4）饮食护理：在饮食的选择上，患者应

该要尽量选择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刺激性较大

与过硬的食物，在饮食时保持营养均衡，日常多饮水，尿量保持

在每日 1000ml以上。

1.3研究指标

经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血常规恢复时间、咳嗽

消失时间、低氧状况缓解时间与哮鸣音消失时间）与并发症发生

率。

1.4数据处理

平均值±标准差（ X ±S）表示护理效果，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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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效果应用 t检验，并发症发生率应用 x²检
验。统计学软件为 SPSS21.0，经分析后数据差异为 P<0.05说明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经护理，实验组患者的各项护理效果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

异有意义（P<0.05），数据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X ±S）

组

别

例

数

血常规恢复

时间（d）

咳嗽消失时

间（d）

低氧状况缓解

时间（d）

哮鸣音消失

时间（d）

实

验

组

38 5.38±2.12 3.44±1.23 5.48±2.46 4.17±1.16

对

照

组

38 7.36±2.18 5.61±1.42 7.59±2.35 6.98±2.42

t 4.0139 7.1204 3.8232 6.4546

P 0.0001 0.0000 0.0003 0.0000

2.2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经护理，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意义（P<0.05），数据见表 2。

表 2：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组别
例

数
呼吸衰竭

自发性气

胸

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
总发生率

实验组 38 1（2.63） 1（2.63） 1（2.63） 3（7.89）

对照组 38 4（10.53） 3（7.89） 3（7.89） 10（26.32）

X² 4.5470

P 0.0330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常见疾病，发病时间多在秋冬季节，是一

种慢性炎性疾病，患者在患病后，随着病程不断延长，出现并发

症的几率就越来越高，对患者的病情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有效

控制患者的病情变化，需要给予患者必要的护理干预，提升患者

的临床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对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要作用。

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由于受到疾病的影响，常常伴随着负面情绪，

这一情绪对患者的疾病影响较大，优质护理在此期间发挥的作用

较为明显[2]。

本次研究中应用到的护理干预方式为整体性护理，旨在给予

患者全面、周到的护理服务，文中涉及到的护理内容有饮食护理、

运动护理、机械通气护理与心理护理，由于患者病程相对较长，

病情发作时对患者的影响也较大，因此需要予以良好的心理护理

干预，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使其能够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3]；机械通气护理主要是要做好患者的呼吸道护理，避免发生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疾病，降低并发症发生率；饮食护理则能够保持

患者营养均衡，对促进患者恢复具有重要作用；运动护理可提升

患者的身体抵抗力与免疫力，对抵抗病情，增强患者的体质具有

重要作用[4]。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护理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实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整体性护理应用于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可

获得较高的临床应用效果，安全性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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