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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在呼吸科肺栓塞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及应用价值进分析。方法： 选择 2018 年 5 月到 2019 年 5 月医院收
治的 180 例肺栓塞病患，采取随机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90 例。观察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模式进行，对照组则采用综合护理干
预模式。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和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通过对比，对照组的护理效果高于观察组，在满意度方面，对照组的满意度为 91%，
观察组的满意度为 87%，观察组的满意度低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存在差异。结论： 对于患有呼吸内科肺栓塞病症的患者，综合护理干预模
式可以提高护理效果，让患者更满意，可用于护理工作中，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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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分析患者病情发展和身体状况的基础上，根据临床护理

需求和疾病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满足护理质量
的需要，这种护理干预方式就叫综合护理干预。而肺栓塞是呼吸内
科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也是临床医学关注的问题。有医学研究表明，
对呼吸科肺栓塞病人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在护理效果上有明显的作
用。肺栓塞是由突发性肺循环障碍导致的一种临床病理综合征。它
的主要临床症状为胸痛、咳嗽、突发性胸闷、呼吸困难、晕厥等，
它的误诊率和漏诊率还有病死率都非常的高，发病率仅次于高血压
跟缺血性心脏病。也成了现在威胁着人类健康的严重心血管疾病，
在心血管疾病中排位第三。据相关报道，患有肺栓塞的病人，有 30%
的死亡率是因为没有经过治疗，治疗后死亡率有 2%到 8%。因此，
为了降低肺栓塞病人的复发率，应该要及时诊断，尽早治疗，对病
情要细致观察，精心护理，这对降低死亡率、提高康复率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5 月到 2019 年 5 月医院收治的 180
例肺栓塞病患，采取随机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90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患者 55 例，女性患者为 35 例，年龄均（50.5±
5.8）岁。观察组男性患者 59 例，女性患者 31 例，年龄均（49.5±
6.58）岁。其中肺血栓栓塞症有 110 例，脂肪栓塞综合症有 70 例。
观察组采用普通护理模式，对照组采用综合护理服务，两组数据没
有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取普通护理模式，对照组患者采取综合
护理模式：（1）生活护理：肺栓塞病人的后期康复治疗中需要长时
间的用药，和部分禁忌，在日常的生活护理中，病人的日常饮食都
是通过医院统一分配。在饮食上的营养搭配要注意，减少辛辣食物
和油炸热腻食物的摄入，禁止饮酒、吸烟或熬夜。同时，还要远离
高污染的环境，如建筑工地、工业废料区等。（2）医嘱护理：因为
肺栓塞病人需要长时间的用药，所以，病患的积极配合和遵医嘱对
康复有着重要的作用。护士应定期向病人及其家属通报肺栓塞的治
疗方案、用药方法、日常预防措施和预后，并结合相关病例说明不
遵医嘱可能产生的后果，使病人自律。（3）运动护理：适当的有氧
运动对增强病人体质有很大的作用，减轻肺栓塞病人的心理负担。
护士和病人家属应依照病人的兴趣爱好，督促病人每天进行散步、
跳舞、太极等活动，但活动的频率、活动量和项目应视病人的身体
状况而定。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 
1.4 统计方法 对以上数据采取 SPSS18.0 系统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统计，进行 x2 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 结果 

通过对比两组在护理效果跟满意度，对照组的护理效果高于观
察组，对照组治愈率在 87%，观察组治愈率在 74%，在满意度方面，
对照组的满意度为 91%，观察组的满意度为 87%，观察组的满意度
低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存在差异，可见表 1。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 
方式 例数 治愈 治愈率 满意度 

对照组 90 73 87% 91% 
观察组 90 64 74% 87% 

P 值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肺栓塞是呼吸内科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又称肺血栓栓塞，有
尸检报告表明，肺栓塞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肺栓塞的临
床护理有着不小的意义，优质的护理可以使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提
高病人的康复率跟满意度。患有肺栓塞的病人采取综合护理方案对
病情有着很明显的效果。最近几年来，社会的经济水平在不断的提
高，这也造成了肺栓塞的发病率在逐渐增加，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
健康。因此，为了更好的使治疗效果有所的高，防止发生再栓塞，
医务人员应注意预防，及时发现危险因素跟预估，及时实施有效的
干预方式。并且，向病人讲诉有关的疾病知识，提高病人对疾病的
认知，从而进行治疗依从性，预防疾病措施也要及时告知病人以及
家属，让他们积极配合。可以通过知识讲座，提高病人对肺栓塞的
认识，使其更好地了解相关知识，帮助医生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
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病人会出现心悸、不安等消极情绪。应加强
对病人的心理护理，及时安抚，提高治愈率[1-2]。在治疗中，急性发
作病人多半是呼吸困难为主，提供适当的氧气，病情可以达到缓解，
由此可以看出，吸氧是重要措施之一。再来就是要注意生活方式，
在饮食方面也要注重，安排合理饮食，摄入优质蛋白质，脂肪摄入
减少，病人一日三餐均可科学安排，饮食习惯要规律，预防发生糖
尿病。积极的运动可以改善呼吸肌对氧的依赖，病人应谨遵医嘱，
未经同意不得滥用药物，并且病人应在家中储备通常用于治疗急性
发作的药物。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在治疗过
程中，病人的心理反应随着病情的发展而波动很大。病人的家庭和
社会应该要给病人情感上的支持，让病人感受到关爱，认知自身的
价值所在，从而有抗击疾病的信念[3]。体育可以锻炼呼吸运动，积
极锻炼对康复治疗很有利。如果感到呼吸困难，可以改变姿势，采
取躺卧或坐下，加强腹式呼吸，呼气跟吸气的时间、比例都要注意，
如有必要，应采取机械跟药物的预防措施。 
4 小结 

总而言之，要想提高肺栓塞疗效，就要及时有效的治疗，按照
合理科学的护理方案。因此，对于患有呼吸内科肺栓塞病症的病人，
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可以提高护理效果，让病人更满意[4]。通过对比，
对照组的护理效果高于观察组，对照组的满意度为 91%，观察组的
满意度为 87%，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可以推广到护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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