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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重症监护护理在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接诊的呼吸衰竭患者中随
机选取 100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重症监护护理；治疗结束针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患者
满意度情况进行统计。结果 实验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80.0%和 86.0%，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现代
临床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过程中，与常规护理模式相比，重症监护护理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在该护理模式下，治疗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因此该护理模式值得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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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自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接诊的呼吸衰竭患者

中随机选取 100 例，纳入资料：（1）患者意识情绪，无认知障碍，
无合并精神类疾病；（2）无其他严重脏器器质性疾病；（3）患者自

愿参与且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有恶性肿瘤疾
病者；（2）伴有血液性疾病患者；（3）拒绝参与及配合度较低者；
按照患者入院的先后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患者基本
情况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信息 
疾病类型（例） 

组别 
性别 

（男/女） 
平均年龄（岁） 

重症肺炎 肺性脑病 脑梗死 重症胰腺炎 
对照组 n=40 23/27 55.42±5.41 18 15 10 7 
实验组 n=40 25/25 54.94±4.59 19 13 12 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疾病类型等基本信息

方面并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同

步施加重症监护护理，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2.1 呼吸道护理 
在具体的呼吸道护理工作实践中针对不同的患者要给予不同

的对待。首先，针对神志比较清晰的患者，护理人员要通过积极的
引导和教育，鼓励患者进行自主排痰，护理人员在患者排痰期间要
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对患者背部进行微微拍打，直至患者痰液全部
排出；对于失去意识的昏迷患者，为了能够有效的避免患者由于痰
液阻塞呼吸道，此时就需进行必要的吸痰护理。护理过程中，护理
人员要保证动作的轻柔，避免由于用力过度而对患者呼吸道黏膜造
成损伤。如果患者痰液较为黏稠的，可给予湿化处理，充分保证患
者呼吸道内分泌物的清除干净，同时还可以依据患者的病情情况给
予适当的雾化处理，以此来有效的改善患者呼吸道功能。 

1.2.2 加强饮食护理 
在呼吸衰竭患者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还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

况为其制定一套极具针对性的科学饮食方案。对于能够自主经口进
食的患者，要加强教育引导，帮助患者养成良好饮食习惯，日常饮
食要以高蛋白食物和新鲜水果、蔬菜为主，以此有效补充机体所需
维生素。 
1.2.3 加强患者心理护理 

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注重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与交流，及
时捕捉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并及时的给予科学的疏导和干预，从
而有效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影响，提升其治疗依从性。除此之外，护
理人员在护理期间要特别注重加强对患者的健康宣教，从专业病理
学角度针对患者所患疾病进行科学的讲解，让患者能够对自身疾病
产生一种专业的认识，并使其明白积极配合治疗的重要性，同时尽
量多的向患者介绍一些以往的成功病例，以提升患者治疗信心，使
其能够更加积极的配合后续治疗。 

1.3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了统计，具体细分为治愈、

有效和无效三个标准，具体标准界定如下：（1）治愈：所有临床症
状均完全消失，各项生命指标也均成功恢复到正常水平；（2）有效：
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与入院之初相比均得到显著地改善但未完全
消失；（3）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并没得到有效改善或改善甚微或出
现加重趋势。临床治疗有效率=（有效+治愈）/病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其中

计量资料分别用“均数±标准差（ sx ± ）”和“t”表示与检验，计

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并用“差方 x2”检验，P<0.05,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情况 
据统计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对

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80.0%，p<0.05，差异明显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数据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n（%）] 
组别 病例数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50 25（50.0） 15（30.0）10（20.0） 32（80.0） 
实验组 50 28（56.0） 20（40.0） 4（4.0） 38（96.0） 

X2     10.286 
P     0.001 
3 讨论 
在现代临床呼吸科治疗领域，呼吸衰竭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呼

吸功能障碍性疾病，其主要致病因素就是系列的肺部疾病，同时呼
吸衰竭也往往会伴有多种并发症[2]。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表现就是
呼吸功能障碍，因此也很容易导致机体发生通换气功能障碍，进而
导致机体内血氧分压含量的下降及伴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水平的
上升，诱发机体发生代谢功能和生理功能紊乱。对于呼吸衰竭患者，
如果治疗不及时，将很有可能造成心脏和呼吸骤停等严重后果[3]。
所以，在呼吸衰竭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
和护理干预方案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本次实证研究中，结合 80 例临床病例，经过分组对比发现，
给予重症监护护理的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率高达 96.0%，远远高于
常规护理对照组的 80.0%，差异尤为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在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
重症监护护理的应用能够有效的提升临床治疗效率，发挥出了常规
护理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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