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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预防性护理在控制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院内感染方面的效果。方法：选择 80 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n=40）

和对照组（n=40）。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预防性护理，通过比较两组护理效果来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的院内感

染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的满意率和护理质量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预防性护理在老年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院内感染的控制中表现出显著效果，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eventive care in controlling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4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preventive care on this basis, which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and 

nursing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Preventive nursing has shown a remarkable effect in the control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so it has great valu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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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索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出现院内感染的护理

效果，并评估其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将为老年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的护理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预防和控

制院内感染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本院 80 名患者，经随机分配，分为观察组（n=40）

和对照组（n=40），作为临床护理的研究对象。在观察组中，女性

患者占 22 例，男性患者占 18 例，年龄范围为 65 至 85 岁，平均年

龄为（72.5±5.9）岁；对照组中，女性患者占 19 例，男性患者占

21 例，年龄范围为 63 至 87 岁，平均年龄为（73.5±5.7）岁。两组

患者在其他一般资料方面保持均衡，（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者被诊断为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年龄在 65

岁以上、患者具有合理的意识，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患者愿意参

与研究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存在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影响有效交流、患

有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并发症、临床资料不完整，无法进行有效分

析。 

1.2 方法 

1.2.1 常规护理 

对照组的患者在接受常规护理时，护士主要为他们提供一般性

的护理服务，以确保病房的整洁卫生和生活用品的充足。以下是具

体的常规护理内容： 

健康护理：医护人员会向患者提供安全教育手册，帮助他们了

解如何预防院内感染，从而避免病情的进一步恶化。通过教育，患

者可以学习正确的卫生习惯、预防措施和防护方法，以减少感染的

风险。 

饮食护理：在患者的住院期间，医护人员会为他们提供清淡的

食物。这有助于促进消化，提升整体新陈代谢，从而维持患者的身

体健康。此外，避免食用辛辣和易上火的食物也有助于减轻患者的

不适症状。 

用药指导：在患者需要使用药物时，医护人员会进行用药指导。

这包括引导患者仔细阅读药物说明书，确保正确服用药物，避免剂

量过少无法达到治疗效果，或者过量服用导致副作用加剧。通过用

药指导，患者可以更好地掌握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以提高疗效并

降低不良反应的风险。通过以上常规护理措施，对照组的患者可以

获得基本的护理服务，以维护其整体健康和舒适。 

1.2.2 预防性护理 

在观察组患者中，除了接受常规护理，还实施了预防性护理，

具体方法如下： 

（1）建立感染风险监督小组： 为确保患者获得高标准的护理，

建立了患者感染风险监督小组。护士长被任命为监督小组组长，负

责指导护士和医务人员学习了解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因素。针

对存在的风险因素，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在突发情况下降低风

险影响，确保老年患者的健康。建立完整的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风险控制体系，有助于区分预防性护理与常规护理。 

（2）实时监控患者病情变化： 在实施预防性护理时，重点关

注患者的生命迹象，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应对问题。同时，防

止其他疾病的发展，对老年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不间断观察，以避

免患者出现危机性状况，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3）病房环境监控： 针对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病房环境，

进行多次定期的实时监控。通过定期的病房杀菌，规范患者的行为

习惯，以确保患者所处的病房环境维持无菌状态，从而有效防止感

染传播。 

（4）引导合理饮食： 针对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特点，引

导他们实施合理的饮食。考虑到患者常常身体虚弱，需要特定的营

养补充，如热量和微量元素。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合理的

饮食建议，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通过以上预防性护理措施，观

察组的患者不仅得到常规护理，还能够在多个方面受益，从而在院

内感染的预防与控制方面得到显著的效果。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在感染率、护理质量、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等指

标进行对比。依据指标标准满分均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护

理工作满意度越好，同时护理质量越好。 



 

临床护理 

 94 

医学研究 

1.4 统计学分析 

护理过程中记录的数据使用 SPSS25.0 软件进行分析，将 t 和

“ sx ± ”用作计量资料，将 X2 和%用作计数资料，P＜0.05 表示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对护理过程中记录的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进行

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观察组和对照组之

间存在明显的差异（P＜0.05）。下面对表 1 中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1）感染率比较：观察组的感染率为 2，而对照组的感染率为 9。

这表明在实施预防性护理的情况下，观察组的感染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预防性护理措施的应用，如建立感染风险监督小组、病房环境

管理等，有助于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从而有效减少了感染率。（2）

满意率比较：观察组的满意率为 39，而对照组的满意率为 30。这

意味着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预防性护

理的综合性关怀，包括健康护理、饮食指导等，有助于提升患者的

满意度，增加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3）护理质量评分比较：观

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为 95.51±8.42，而对照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为

85.45±5.89。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

了预防性护理在提升护理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两组患者的临床护

理效果比较分析，通过观察分析护理过程中记录的数据，可以分析

出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分析[n,(%)] 
组别 感染率 满意率 护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n=40） 2 39 95.51±8.42 

对照组（n=40） 9 30 85.45±5.89 

P <0.05 <0.05 <0.05 

3 讨论 

老年人普遍易患呼吸道感染，因身体机能下降、呼吸系统结构

变化等因素，抵抗力减弱，感染风险增加。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老

年人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中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等现

象，导致老年呼吸系统院内感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上升。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两组患者在临床护理效果指标（感染率、满意率、护理

质量评分）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以下是影响老年人呼

吸道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首先，老年患者的年龄较大，抵抗力减弱，重要器官功能如肺、

肾等有所退化，容易受到多种疾病的影响，成为细菌感染的易感对

象。此外，老年患者的心理状态易受到影响，焦虑、害怕等情绪可

能影响医护人员的治疗和预防护理操作，从而降低预防性护理的效

果。病房环境的不当管理，特别是过多的陪同家属，导致病房内空

气流通不畅，污染严重，为感染提供了温床。根据张金娥的研究结

果，年龄、抗压能力、病房环境等因素是老年患者院内感染的主要

影响因素（P＜0.05）。研究显示，实施预防性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的临床预防性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这与张金娥的

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预防性护理在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院内感染防控方面的显著效果。 

预防性护理在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院内感染防控方面发挥

了显著的效果。观察组患者的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预防性

护理能够有效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同时，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率和

护理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预防性护理不仅能够有效

防止感染，还能够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年

龄、抗压能力、病房环境等因素在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院内感染

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健全的感染风险监督小组，实时监控患

者病情变化，定期消毒病房环境以及引导患者合理饮食等措施，预

防性护理成功减少了感染率、提高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 

因此，预防性护理在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院内感染的防控中

具备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了更好地保护老年患者的健康，我们

鼓励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预防性护理策略，以降低院内感染风

险，提高护理质量，为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的

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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