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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优质护理在过敏性鼻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林静  闫朝阳（通讯作者） 

(开封一五五医院  五官科  河南开封  475000) 

摘要 目的 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应用优质护理的效果进行研究。方法 抽取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中，本院接诊的 40 例过敏性鼻炎患

者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护理方式分组，分为基础组（常规护理）20 例和研究组（优质护理）20 例，分析组间患者的心理状态、症状评

分和护理依从性等指标。结果 本研究之中，研究组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基础组，但心理状态优于基础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的症状评分数值，较基础组更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护理依从性高于基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把优质护理方式应用在过敏性鼻炎患者身上，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进而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

性，以此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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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属于临床多发病的一种，其发病率和复发率等

均较高。现如今，在国家环境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与饮食结构

的改变，促使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进一步提升。研究发现[1]，大

部分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感冒，之后会出现

鼻塞、流鼻涕和打喷嚏等症状，类似于感冒。在实际的临床中，

经常把该二者混淆，以感冒的手段进行治疗，难以起到控制的

作用，还会导致诸多并发症的出现，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因

此，在临床上，要开展对症治疗，并且辅以相应的护理措施，

以此维护患者的治疗效果，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本研究通

过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应用优质护理的效果进行研究，具体汇报

内容呈现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中，本院接诊的 40 例过

敏性鼻炎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护理方式分组，分为基

础组 20 例和研究组 20 例。基础组男性 10 例，女性 9 例；年龄

29~61 岁，均值（45.26±10.33）岁。研究组男性 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28~62 岁，均值（45.28±10.44）岁。比较组间性别和

年龄等指标，差异性较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①选择确诊为过敏性鼻炎，且接受对症治疗的

患者；②选择精神正常，且资料全面的患者；③选择家属与患

者均知晓研究内容，自愿参加。排除标准：①排除存在精神疾

病、语言障碍的患者；②排除存在感染性疾病的患者；③排除

因为其他因素而中途退出研究的患者。 

1.3 方法 

基础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的方式，做好病房的清洁，控制

室内的温湿度，定期为病房换气和通风。并且，监测患者的心

率和血压等指标，进行简单的健康教育、运动指导等。研究组

实施优质护理的方式：（1）健康教育：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

为患者介绍相应的症状、危险因素、诱发因素等指标，向患者

与家属介绍简单的过敏性鼻炎的知识，可以积极主动的配合治

疗和护理工作的开展。（2）心理方面：在患者入院时，询问患

者的工作环境、文化程度，借助和患者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掌

握患者的性格，确定患者的心理需求，引导患者发泄自身的负

面情绪。同时，为患者列举治疗成功的案例，还可以邀请治疗

成功的患者，现身说法，以此提升患者接受治疗的信心。（3）

用药方面：明确告知患者要遵医嘱服用药物，不要随意购买喷

鼻的药物。（4）生活指导：告知患者与家属要定期更换和清洗

容易滋生螨虫的窗帘、沙发套和枕芯等。同时，不要饲养宠物

和花草，更不要吸烟、二手烟等。（5）冲洗鼻腔的指导：帮助

患者应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在患者右鼻腔之中注射进去，从

左鼻腔之中流出。重复上述操作，一天进行 2—6 次。并且要注

意在冬天寒冷的时候，要提前加热清洗的液体，控制温度与体

温相近。（6）饮食方面：要结合患者的病情和自身的饮食喜好，

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计划。明确告知患者不要食用刺激

性的食物，如辣椒和芥末，不要食用添加香草醛和苯甲醛的食

物，要多吃高维生素的食物，如橙子和胡萝卜等。 

1.4 指标观察 

1.4.1 心理状态 

为患者应用 SAS 量表与 SDS 量表进行评估，其中 SAS 评分

在 50 分以上时，为焦虑；SDS 评分在 53 分以上时为抑郁。每

一项评分总分为 100 分，评分数值与心理状态成反比，数值越

低，心理状态越好。 

1.4.2 症状评分 

应用证候评分表进行评分，对鼻塞、嗅觉减退和鼻痒、清

水样涕等方面进行评估，采用 3 级评分法进行，数值越低，症

状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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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护理依从性 

使用科室自制的护理依从性调查表进行评分，总分为 100

分。评分标准为：（1）完全依从：80—100 分。（2）部分依从：

60—79 分。（3）不依从：0-59 分。护理依从性=（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SPSS19.0 软件，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者

表达形式为（均值±标准差）（ x ±s），计量资料组间比较应

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计量资料组内比较用配对 t 检验。计数

资料表达形式为百分比（%），组间比较应用卡方（x2）检验，

等级资料组间比较，应用非参数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对比 

护理前，组间心理状态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在护

理后，研究组的心理状态评分数值低于基础组，患者的心理状

态整体优于基础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表 1： 

表 1 对比心理状态[（ x ±s），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基础组 20 72.18±4.15 
49.38±

3.31 
68.34±4.79 

48.79±

3.12 

研究组 20 72.55±4.21 
33.23±

3.39 
68.71±4.08 

30.05±

3.77 

t - 0.280 15.244 0.263 17.126 

P - 0.781 0.000 0.794 0.000 

2.2 症状评分对比 

研究组的症状评分低于基础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症状评分[（ x ±s），分] 

组别 n 鼻塞 嗅觉减退 鼻痒 清水样涕 

基础组 20 2.25±0.45 1.25±0.25 2.67±0.39 2.69±0.58 

研究组 20 1.35±0.22 0.65±0.14 1.29±0.18 1.12±0.33 

t - 8.035 9.365 14.386 10.522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3 护理依从性对比 

研究组的护理依从性较高，与基础组存在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 3 护理依从性对比 

组别 n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护理依从性 

基础组 20 9 5 6 70.00 

研究组 20 11 8 1 95.00 

x2 - - - - 4.329 

P - - - - 0.037 

3 讨论 

在临床上，过敏性鼻炎是病情较长的一种疾病，会反复发

作，对患者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等造成严重的影响，降低患者的

生活质量[2]。因此，为了更好的维护患者的治疗效果，就要重视

相应护理措施的应用。在曾经的临床上，为患者应用常规护理

的方式，虽然结合患者的病情开展基础的护理措施，但是并未

对患者的心理和依从性等进行护理，导致患者的遵医嘱行为较

差，影响治疗方案实施的效果。因此，就要为患者寻找治疗效

果和护理效果等更有效的护理方式，控制病情的进展，维护患

者的身体健康。 

其中优质护理是新型护理方式的一种，借助对基础护理措

施进行优化，以患者的实际病情为依据，开展针对性护理的方

式[3]。在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应用的时候，要建立优质的护患关系，

对服务内涵进行丰富，在满足患者护理需求的前提下，指导患

者接受心理疏导新措施，达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的目标。同

时，为患者开展健康指导，提升患者的依从性，介绍治疗成功

的案例，提升患者治疗的信心，以此保证患者可以积极主动的

配合治疗工作的进行。并且，指导患者用药，帮助患者冲洗鼻

腔，充分发挥治疗措施的作用，控制患者的病情。而在本研究

中，研究组的心理状态和症状评分等数值低于基础组，但是整

体效果优于基础组；并且护理依从性较高，较基础组存在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此表明优质护理在应用的过程中，

可以显著缓解鼻塞和鼻痒等症状，缩短患者的病程，有助于患

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把优质护理方式应用在过敏性鼻炎患者身上，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进而提

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以此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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