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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分析重症哮喘应用整体护理的效果。方法：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抽取 110 例重症哮喘进行研究分析，依循单双

数分组法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整体护理，对比两组结局。结果：观察组护理有效率、并发症率 5.45％与对照组护理有

效率 82.69％、并发症率 18.18％，统计学数值（P＜0.05）。结论：重症哮喘确诊后，需立刻给予对症治疗，辅以整体护理，改善护理效果，

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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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见呼吸道疾病之一，哮喘的治疗、护理一直都是临床重

点研究问题。重症哮喘患者的病情比较严重，患者身体健康受到严
重威胁[1]。疾病容易反复发作，难以迅速康复。有研究指出，若不
能为重症哮喘实施有效治疗，则会诱发呼吸衰竭、肺功能衰竭等严
重并发症，最终危害患者生命安全[2]。也有研究[3]指出，重症哮喘治
疗期间，还需辅以整体护理，缓解患者不适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率。本文主要分析重症哮喘不同护理的效果，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抽取 110 例重症哮喘进行研究分析，

依循单双数分组法分组，两组各有 55 例。对照组：男 32 例/女 23
例，年龄 45-79（62.38±8.79）岁，病程 5-14（9.71±2.56）年。
观察组：男 31 例/女 24 例，年龄 46-79（62.69±8.86）岁，病程 5-14
（9.88±2.71）年。将患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遵医嘱提供各类药物治疗疾病，嘱咐患

者治疗期间的相关注意事项，指导患者配合相关治疗及护理，并按
照科室制定的护理操作流程完成相应护理操作，还需密切监测患者
的病情变化。 

观察组（整体护理），第一，体征监护：患者住院治疗期间，
需密切监测其血压、心率等体征变化，尤其是血氧饱和度以及睡眠
质量。若患者有嗜睡现象或是血氧饱和度下降现象，则需评估是否
发生二氧化碳潴留，确诊后第一时间给予吸氧治疗。再者，哮喘发
病与过敏反应相关，需做好病房清洁工作，给予紫外线杀菌消毒，
定时通风换气，减少灰尘、刺激性味道等诱发的过敏反应。第二，
健康宣教：在患者症状缓解后，主动与患者交谈，了解其对自身疾
病的认知。基于这一认知，主动介绍重症哮喘的诱发原因、造成的
危害、临床治疗方案、；临床护理方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提升患
者的疾病认知度，促使患者明确配合护理的必要性。再者，了解自
身疾病有益于调节患者身心健康，可辅助患者规避不良行为，促进
疾病康复。第三，呼吸道管理：每天为患者提供温热生理盐水清洁
呼吸道，一天三次，清除呼吸道中的分泌物，缓解患者的哮喘症状。
若患者痰液过于粘稠，则可利用叩背、有效咳嗽等多种方法排除痰
液。必要时给予雾化稀释痰液，或是进行密闭式吸痰操作，促使痰
液顺利排出。第四，并发症预防：因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高，
还需积极观察患者的各项体征变化。若患者存在气管移位与哮喘加
重等不良现象，需及时进行胸部 X 线片检查，明确是否有气胸形成，
确定气胸位置及范围，及时诊断疾病，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第五，
心理护理：护士需引导患者阐述内心痛苦，耐心倾听患者的心里话，
主动分析患者的心理状态，尽量消除患者的心理问题。护士还需让
家属充分关怀患者，提升患者的幸福感，促使患者端正治疗态度，
调节治疗情绪。 

1.3 观察指标 
两组（1）护理效果，基于患者护理前后的哮喘症状、体征变

化以及肺功能变化制定疗效标准[4]，改善 80％及以上患者纳入显效
范畴，改善 40％-79％的患者纳入有效范畴，改善 40％以下的患者
纳入无效范畴。（2）并发症，包含慢性支气管炎、纵膈气肿、呼吸
道感染以及肺气肿四项。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 护理效果评估 
两组护理效果（98.18％ VS 82.69％）比较，统计学数值（P＜

0.05）。见表一。 
表 1 护理效果评估（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率 
观察组 55 34 20 1 54（98.18％）
对照组 55 21 22 12 43（82.69％）
X²值 - - - - 5.4983 
P 值 - - - - 0.01 

2.2 并发症率评估 
两组并发症率（5.45％ VS 18.18％）比较，统计学数值（P＜

0.05）。见表二。 
表 2 并发症率评估（n/％） 

组别 例数 慢性支气
管炎 

纵膈气肿 呼吸道感
染 

肺气肿 合计 

观察组 55 2 1 0 0 3（5.45％） 
对照组 55 4 3 2 1 10（18.18％）
X²值 - - - - - 6.3384 
P 值 - - - - - 0.01 

3·讨论 
重症哮喘患者的病情比较危急，需第一时间进行有效治疗与有

效护理。但因为病情比较危重，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所以患者存
在明显的恐慌、不安、紧张等负面情绪。对于这一类患者，常规护
理无法有效调节其心理状态，无法有效改进患者的身体健康，无法
帮助积极配合治疗。整体护理是一种基于常规护理的新型护理方
案，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要求基于重症哮喘这一疾病特点，从患者
身心考虑，分析患者的实际护理需求，并主动提供相应科学护理，
全面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促使患者配合疾病治疗，提升患者的疾
病治疗效果。再者，整体护理要求护理人员能够主动为患者服务，
能够获取更多疾病信息，并实施对症处理，从而改善患者身心健康，
促进患者康复，还可调节预后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整体护
理后，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98.18％ VS 82.69％）及并发症率（5.45
％ VS 18.18％）明显更优。 

由上可知，重症哮喘治疗期间实施整体护理，可有效改善护理
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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