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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重点分析呼吸内科无痛支气管镜护理配合效果和应用情况。方法：选取 2019 年 10 月到 2021 年 2 月这个阶段内我院所收治的

呼吸内科疾病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都进行了无痛支气管镜诊断，同时结合护理方法的不同，对于研究对象分成对照组和观察

组，其中，针对对照组采取的是常规护理模式，针对于观察组采取的是综合性护理模式，然后对两组患者护理成效进行对比。结果：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率要明显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结论：针对呼吸内科疾病患者而言，在对其进行护理的过程中，进

一步有效实施无痛支气管镜综合护理模式，这样可以更精准有效的进行护理管理和干预，更安全可靠，显著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使其并

发症得到充分的降低，因此这种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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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痛支气管镜检查是近年来在临床检查过程中广泛应用的一

种全新的呼吸内镜新技术，通过临床调研可以看出，这项技术在应
用的过程中更安全可靠，而且精准性更高，对患者不会造成损伤和
痛苦，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有效克服患者在传统支气管镜检查手
术之前的不良心理情绪。在针对呼吸内科疾病患者进行无痛支气管
镜护理管理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有效采取综合性护理管理模式，对
于患者手术之前，手术过程中和手术之后都要进行密切的护理配
合，这样才能为患者护理效果和治疗总有效率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支
持。基于此，在本次研究中重点选取我院在 2019 年 10 月到 2021
年 2 月这个阶段内收治的 90 例呼吸内科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重点探讨无痛支气管镜护理理方法和相应的成效。现在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 90 例我院在 2019 年 10 月到 2021

年 2 月时间范围之内收治的呼吸内科疾病患者，在对其进行检查的
过程中采取的是无痛支气管镜检查模式。结合护理方法的不同，对
于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有患者 45 例。在所有患者中包括
男性 35 例，女性 55 例，年龄范围在 43 岁至 82 岁之间，平均年龄
是 45.35 岁。对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进行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值大于 0.05，有对比分析的意义。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患者而言，采取的是常规护理模式，针对观察组来

说，是以对照组为基础，进一步实施无痛支气管镜综合护理管理模
式，进行全过程的有效配合，具体的护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2.1 注重做好手术之前的护理和准备工作。 
在针对患者进行检查和手术之前，要做好无痛支气管镜的相关

知识说明工作，同时对于手术的安全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要充分
的讲解，对于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注意事项要耐心细
致地告知，疏导患者的心理情绪，使患者能够树立健康向上的正向
心理情绪，同时通过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的有效配合，使患者能够
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手术的依从性和配合程度。 

1.2.2 手术过程中的护理管理。 
在应用无痛支气管镜进行手术操作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有效做

好麻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配合医生进行相对应的护理干预，在
麻醉的过程中要用 1%到 2%丁卡因麻醉患者的咽喉部位，然后进一
步采用 2%普鲁卡因通过支气管镜的有效配合，对患者进行相对应
的麻醉剂注入，使患者保持在仰卧位的状态，同时对于支气管镜的
方位和操作方法进行相对应的调节，以此确保支气管镜能够进入到
患者的咽喉部位，这样可以进一步有效明确患者的会厌、声门的具
体部位和相关情况。在手术的过程中，患者很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分
泌物或者粘液等等，在这样情况下要及时有效的清除患者呼吸道的
分泌物，可以有效应用 10 到 30ml 生理盐水对其进行相对应的稀释
和冲洗，然后再有效做好吸引。针对血氧饱和度小于 90%的患者而
言，要使其有充分的氧气供应，不然的话，有可能使其出现缺氧的
问题，甚至对其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1.2.3 充分做好手术之后的配合和护理工作。 

在手术之后，针对患者而言，要切实告知其两小时内禁止饮食，
有效规避食物被吸入到气管内部，同时对患者进行严格的生命体征
监护工作，确认其没有呕吐等相关症状，指导患者两小时之后可以
摄入一定的流食，如果有比较多的分泌物，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化痰。
如果其呼吸节奏、深度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并且嘴唇颜色有
比较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第一时间告知主治医师，然
后进行相应的干预。手术之后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有效应用常规抗生
素药物，以此起到抗感染的效果，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要高
度关注。例如，低氧血症是很可能出现的一种并发症，和手术操作
时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针对此类并发症进行护理干预的过程
中，要尽可能有效吸氧，在吸氧的情况下，使患者的氧气需求得到
充分的供应。 

1.3 观察标准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明显优于对照

组。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对于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表示，行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
用 P＜0.05 表示有相应的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97.78%和

0，对照组分别 86.67%和 13.33%，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要
明显优于对照组。 

3 讨论 
随着医学和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患者对诊疗检查的舒适化需

求和精准化要求日益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针对患者进行检查
的过程中，要尽可能有效应用无痛技术，针对呼吸内科疾病患者而
言，可以更有效地应用无痛支气管镜检查模式，这样能够在更大程
度上提升检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患者疾病的有效治疗和康复提
供必要的支持。通过无痛支气管镜的有效检查和相对应的护理，这
样可以进一步有效明确患者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的根源，在全过程
的护理配合工作中，要注重掌握患者的身心变化情况，消除其恐惧
心理，使其配合手术和检查治疗等相关工作，这样能够进一步提升
患者的依从性，使其治疗总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得到充分提升。 

4 结论 
总之，在针对呼吸内科疾病患者进行无痛支气管镜检查的过程

中，进一步有效落实相对应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这样能够进一步
提升患者的检查和治疗的依从性，有效改善症状，以此为其治疗总
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支持。在临床实践中需要推
广这样的综合护理模式，进而体现出无痛支气管镜的应用价值，达
到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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