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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临床收治的呼吸系统患者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护理研究，也正逐步开展。本文对
呼吸内科护理中患者应急护理干预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采用研究实验的方式，对呼吸内科患者进行分组治疗研究，对不同的护理方式达
成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结果的监测和分析确认，完成应急护理干预对于呼吸内科患者的护理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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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临床中呼吸系统疾病已经发展成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

尽管发病根源在于呼吸道，但是患者往往在发病过程中会出现多器
官的损伤。很多时候，由于不能够及时的治疗或者治疗措施不到位
等情况，治疗不但没有效果，还造成了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威胁患
者的生命。随着国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治
疗方案不断的进行改进，其相应的护理机制也就被建立了起来。尤
其是应急护理方式的应用，能够起到更好的对呼吸道疾病患者起到
辅助治疗的作用。因此，我们展开针对性的呼吸内科护理研究对比，
主要探究应急护理在呼吸道疾病中的应用情况。 

1 研究资料和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次研究通过选取呼吸内科疾病患者 100 例，选取对象为本院
于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1 月收治进入呼吸内科的呼吸道疾病患者。
其中排除其他重症原因，以及涉及其他科室的救治患者。 另外，
要保证患者了解研究过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00 例呼吸内科收治患者确定后，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
通过对患者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具体数据如表 1： 

组别 人数 年龄 男性患者 女性患者 病症 
组 1 50 人 44~79 岁 29 21 呼吸不畅 
组 2 50 人 33~79 岁 24 26 呼吸不畅 

表 1 患者基础数据对比 
两组数据从年龄、性别到病程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差异，适合

进行对比试验，具有参照意义。 
1.2 实验方法 

对于两组患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并用方式对组别命
名。组 1 为常规护理组，用作最后研究护理结果的参照。组 2 为应
急护理组，主要的实验对象及结果观察对象。 

常规护理组，采用针对呼吸内科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常规护理方
法，包括药物护理、卧床护理以及卫生和感染处理等等。另一组应
急护理组，除了和上一组采用同样的常规护理外，还同时采用应急
护理进行干预。其中应急护理的具体方案及措施如下： 

针对性方案。护理人员密切关注每个患者的患病情况以及临床
不同症状，进行针对性护理方案的制定，不同的患病情况以及临床
不同症状说明患者病情蔓延的程度不同，同时呼吸内科护理中患者
的病情变化速度较快，因此，一定要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针对性制
定护理方案，并全天候的保证对患者临床症状以及身体指标变化的
监控。 

呼吸道护理，通过护理方案的制定，对于该患者，建立起独特
的呼吸道护理方案。呼吸内科的患者，一般会出现严重的呼吸道异
常反应，护理方案中要严格保证护理工对患者的呼吸协助。主要措
施为，鼓励患者进行咳嗽，加强对病房的卫生和感染护理，防止患
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等现象。另外，对于部分患病较为严重的患者，
协助呼吸工作包括针对卧床情况的体位调整以及拍背协助呼吸。 

通气护理干预，呼吸道疾病患者需要随时保持气道的呼吸通
畅，这种情况下通气护理干预就十分必要。通气护理需要在紧急情
况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呼吸机器器械通气以及人工通气等护理过
程。 

1.3 结果指标判定标准 
对于两组呼吸道疾病患者，评价护理效果的结果指标为症状性

判定，其中主要用以评价的症状指标为呼吸畅通情况、呼吸频率以
及心率。 

根据以上评价症状，判定情况如下：护理显效判定标准为，患
者的呼吸不畅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呼吸频率达到标准、心率达到
标准。护理有效判定标准为，患者呼吸不畅等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呼吸频率改善性下降，心率基本恢复正常。护理的无效判定为，患

者呼吸不畅情况没有改善，或出现加重，呼吸频率和心率等生命指
标未出现改善或进一步加重。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总有效率为显效
患者和有效患者数量之和占总人数的比率。 

2 护理研究结果 
通过相同时间的常规护理以及应急护理后，对于两组呼吸内科

患者的结果指标进行判定标准的结果数据统计。 
两组患者结果指标情况如表 2： 

表 2 患者结果指标情况数据 
组别 人数 呼吸不畅

改善 
呼吸频率

改善 
心率恢复

正常 
常规护理组 50 人 39 27 31 
应急护理组 50 人 36 17 22 

两组患者的结果判定情况如表 3： 
组别 显效人数 有效人数 无效人数 有效率 

常规护理组 17 人 19 14 72% 
应急护理组 27 人 12 11 78% 

表 3 患者结果判定评分数据 
从结果判定结果情况来看，两组呼吸内科患者在进行护理之

后，临床症状都有一定的改善。其中应急护理组的患者在呼吸不畅
情况改善、呼吸频率改善以及心率改善方面都有较高的评分，总有
效率为 78%，而常规护理组，总有效率只有 72%。 

3 结论分析及总结 
从以上呼吸内科护理中对患者增加应急护理后的护理效果来

看，应急护理对于患者的康复及临床症状改善，有着更为明显的效
果以及显著的护理作用。 

从呼吸道护理方面来看，应急护理能够有效的保持患者的气道
畅通、呼吸顺畅。对于患者的临床症状中呼吸频率的改善有较好的
作用。 

从通气护理来看，呼吸内科患者病情容易反复，变化强度较大，
通气护理全天候的守护在患者身旁，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处理，异常
情况有效措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疗效。 

呼吸系统疾病作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是在最近几年
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污染而逐渐呈现高发态势的一种
疾病。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逐渐增
多，不仅仅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了影响，同时还给这些患者家庭带
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及精神压力。呼吸系统疾病具备反复发作、
迁延难俞的病症特征，长时间的疾病困扰，患者呼吸困难、咳嗽频
繁，治疗过程中容易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在
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随时可能威胁到患者生命
安全。因此，整个治疗过程中，保证其使用相应的应急护理措施，
能够完成“万事俱备”。是一项对患者生命保证的重要护理措施。 

结语：呼吸内科患者在常规的护理中，增加应急护理措施，是
呼吸道疾病的护理工作的重要改革和改进。这种应急护理，能够有
效的改善患者的呼吸不畅等临床症状，完成呼吸频率的平复、心率
指标的恢复。这些改善，都是对患者日常生活的质量提升。通过应
急护理措施的应用，能够有效的辅助呼吸内科的治疗，应当应用到
临床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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