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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系统化护理的效果探讨 
王可可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全科医疗科  陕西西安  710038)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系统化护理的效果。方法：选择 2020 年 4 月-2022 年 4 月急性支气管炎患者 310 例作为对象，随机
分为对照组（n=155 例）和观察组（n=15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系统化护理，对比护理效果和临床指标。结果：观察组
显效 55.38%，有效 40.65%，对照组两项数据分别为 39.35%和 45.16%，观察组护理后整体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体温恢复正常
时间、咳嗽停止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系统化护理，有助于促进患者康复进展，提
高患者治疗有效率，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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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急性支气管黏膜炎症性疾病，主要病因为

由病毒或细菌感染[1]。其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咳痰、咳嗽等。在婴
幼儿当中也较为多见。对于急性支气管炎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
有效的护理对于康复至关重要。系统性护理具有系统性、科学性、
完整性等优点[2]，因此本文中以近年来本院收治急性支气管炎患者
为研究对象，探究系统性护理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0 年 4 月-2022 年 4 月急性支气管炎患者 310 例作为对

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155 例）和观察组（n=155 例）。观察组
155 例，男 80 例，女 75 例，年龄（22-78）岁，平均（45.97±8.12）
岁；对照组 155 例，男 82 例，女 73 例，年龄（22-76）岁，平均
（46.72±7.76）岁。 

1.2 方法 
在两组患者接受相同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接受系统化护理，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常规护理包括：健康知识、疾病知识宣教，基本用药指导，以

及饮食指导。 
系统化护理包括以下环节：（1）自患者入院开始进行护理。首

先详细询问患者身体基本情况，有无过敏史等，以便后期为患者提
供有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在整个治疗期间，持续关注患者体温、呼
吸频率、脉搏以及血压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并做好记录。观察并记
录患者症状改变，如呼吸困难、喘息、咯痰等。结合医嘱，指导患
者用药，并在用药后持续关注患者症状的变化以及药物不良反应；
（2）典型症状的护理。如患者出现发热，应根据其体温进行系统
性护理，如体温不超过 38.5℃，可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如冷敷、
温水或乙醇擦浴等，如体温高于 38.5 度或物理降温无效，需遵医嘱
安排患者服用退烧药，并针对患者发热产生的连锁反应如出汗等进
行护理；（3）健康知识宣教。自患者入院后，向患者介绍急性支气
管炎的病因、症状以及治疗等基本知识，叮嘱患者在治疗期间，多
饮水、注意保暖等。同时为患者营造干净、整洁的环境，定时通风、
消毒，注意消毒液的选用，应考虑患者病情选择刺激性较低的消毒
液，保持良好的温度和湿度。关注灰尘对患者病情的影响，在清洁
时小心扬尘，并叮嘱吸烟患者严格戒烟；（4）呼吸道护理。由于急
性支气管炎患者气道内有较多分泌物，因此应对患者进行呼吸道护
理。指导患者学会正确咳痰的方法，定期排痰。指导患者家属在患
者咳痰时为其适度叩背，促进排痰。此外，每日为患者进行两次雾
化吸入治疗，从而保护患者气道，减轻炎症。如患者存在呼吸困难
症状，可进行低流量鼻导管吸氧缓解症状。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和护理效果。以显效、有效、无效进行评估，临床

症状基本消失，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为显效，临床症状有明显减轻，
各项指标有明显改善为有效，临床症状没有减轻、各项指标没有改
善为无效。 

（2）身体指标和出院时间，身体指标包括体温恢复正常的时
间和咳嗽停止时间。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表

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 sx ± ）表示，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和护理效果 
观察组显效 55.38%，有效 40.65%，对照组两项数据分别为

39.35%和 45.16%，观察组护理后整体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和护理效果[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155 86（55.38）63（40.65） 6（3.87） 149（96.13） 
对照组 155 61（39.35）70（45.16）24（15.48） 131（84.52） 2x  /    6.391 

P /    0.023 

2.2 两组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情况以及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咳嗽停止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情况以及住院时间比较（天，
sx ± ） 

组别 例数 
体温恢复正常

时间 
咳嗽停止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155 2.28±1.06 4.17±1.65 5.41±1.22 
对照组 155 4.81±1.57 5.75±1.89 7.96±1.71 

t / 8.298 7.986 6.025 
P /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急性支气管炎作为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具有较高发病率。急性

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病毒感染，如流感病毒、肺炎链球菌、腺病
毒或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此外，吸入刺激性气体、粉尘或冷空气等
也是致病原因[3]。该病如未能接受有效的治疗和护理，可能会引起
支气管肺炎。在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同时，有效的护理干预至
关重要。本文中介绍的系统化护理具有系统、科学、全面的优势[4]。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治疗期间采用系统化护
理，不但能促进患者康复，改善患者症状，而且能缩短其病情缓解
的时间，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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