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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护理对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预防院内呼吸道感染的影响

王姣姣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邯郸

【摘要】目的 探究呼吸护理在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中预防院内呼吸道感染的价值。方法 56例急性左心力

衰竭患者取自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期间，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28例）及实验组（28例）。其中参

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呼吸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对比发现，实验组低于

参考组（P＜0.05）。护理满意度对比发现，实验组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呼吸护理有助于降低急性左心力

衰竭患者发生院内呼吸道感染，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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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spiratory Care on the Prevention of Nosocomial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Jiaojiao Wang

He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He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respiratory care in preventing nosocomial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Method 56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28 cases)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28 cases)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espiratory care,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the hospital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foun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spiratory care can help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hospital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and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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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我国临床中，急性左心力衰竭的发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急症。该病可

导致患者左心排血功能显著降低，引发一系列症状，

如呼吸困难等[1]。若治疗和护理措施不得力，患者还可

能继发多种并发症，严重威胁生命健康。有研究指出，

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容易发生院内呼吸道感染，主要

是由于左心衰导致肺淤血和肺水肿，使得肺部的防御

功能降低，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的侵袭[2]。此外，急性

左心力衰竭患者通常需要接受一些侵袭性操作，如吸

氧、插管等，这些操作也增加了发生院内呼吸道感染

的风险。 为此，探究呼吸护理在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

护理中预防院内呼吸道感染的效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56例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取自 2021年 1月-2022
年 1月期间，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28例）

及实验组（28例）。其中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

呼吸护理。患者经诊断，完全符合急性左心力衰竭的

诊断标准，并且其基本资料完整。在向他们解释本次

研究意义后，可表现出愿意主动参与本次研究。排除

患有其他器官功能性疾病、精神疾病、认知障碍，以

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的患者。参考组男

17 例、女 11 例，年龄 45-82 岁，均值（6212±2.53）
岁。实验组男 16 例、女 12 例，年龄 47-81 岁，均值

（65.21±2.42）岁。实验组及参考组资料对比差异不明

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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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2.1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护理，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对其进

行用药护理、健康教育等护理干预。

1.2.2实验组

本组采取呼吸护理，方法详见下文：

（1）保持呼吸道通畅：协助患者采取坐位或半卧

位，以减少静脉回流，减轻心脏负担。保持患者呼吸

道通畅，注意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避免呕吐物误吸

入呼吸道。鼓励患者咳嗽排痰，对于咳嗽无力者可协

助拍背排痰，注意观察痰液的颜色、量和性质。

（2）吸氧护理：对于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及时

吸氧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患者病情选择适当的氧气流

量，一般采用低流量吸氧，避免高流量引起二氧化碳

潴留。吸氧过程中要注意观察患者的呼吸情况，以及

面色和口唇是否红润。

（3）吸痰护理：对于呼吸困难、痰液粘稠的患者，

应及时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 吸痰过程中要注意

无菌操作，避免交叉感染。吸痰后要注意观察患者的

呼吸情况及痰液的色、质、量变化。

（4）心理护理：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容易出现紧

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应给予心理护理。与患者进行

沟通，解释病情及治疗措施，增强其信心。在进行护

理操作时，要态度亲切、语言温和，以减轻患者的紧

张情绪。

（5）密切观察病情：注意观察患者的呼吸频率、

节律和深浅度变化，以及心率和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

化。观察患者咳出的痰液颜色和量，以及是否伴有胸

痛、胸闷等不适症状。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应密切

观察神志、意识及末梢循环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发

症并采取相应措施。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发现异常

及时与医生沟通并采取相应处理。

（6）预防感染护理：嘱咐患者勤洗手是预防感染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接触打喷嚏或咳嗽、

准备食物等情况下，都应该立即洗手。在使用任何药

物之前，应该遵循医生的指示，并按照正确的用药时

间和剂量服用。不要随意停药或改变剂量，也不要滥

用药物。

应该尽可能避免接触其他病人，应该佩戴适当的

防护设备，如口罩、手套等。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可以

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感染源。应该定期进行口腔、

皮肤、呼吸系统等检查，以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健

康问题。同时做好院内及病房消毒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院内感染的发生。

1.3效果标准

1.3.1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

对两组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予以观察对比。

1.3.2护理满意度

采取自编护理满意度问卷表了解两组护理满意度

情况。计算方法：（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的统计软件是 SPSS 23.0，所得到的数据都经

过了该软件处理。对于计量资料，使用（χ±s）来表

示，采用 t检验进行检验。对于计数资料，使用（%）

来表示，并使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值小于

0.05时，提示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2.1两组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对比发现，实

验组低于参考组（P＜0.05）。
2.2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表 2 显示，护理满意度对比发现，实验组高于参

考组（P＜0.05）。
3 讨论

急性左心力衰竭是指急性发作或加重的心肌收缩

力明显降低、心脏负荷加重，造成急性心排血量骤降、

肺循环压力突然升高、周围循环阻力增加，而出现急

性肺淤血、肺水肿并可以伴有组织器官灌注不足和心

源性休克的临床综合征[3]。有研究指出，急性左心力衰

竭患者极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1）急性左心衰导致肺部淤血，从而容易诱发

支气管炎和肺炎。（2）急性左心衰导致肺静脉压力增

高，肺毛细血管淤血，使得肺组织缺血缺氧，易发感

染。（3）急性左心衰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患者容易

受到外界病菌的侵袭而感染。（4）急性左心衰治疗过

程中，如使用利尿剂等，导致机体电解质紊乱，也容

易引起感染。因此，对于急性左心力衰竭的患者，应

积极预防呼吸道感染，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控制病

情的发展[4]。

本次研究中在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护理中采取呼

吸护理，协助患者采取坐位或半卧位，以减少静脉回

流，减轻心脏负担。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避免呕吐

物误吸入呼吸道[5]。鼓励患者咳嗽排痰，对于咳嗽无力

者可协助拍背排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通过吸氧护

理干预，按照患者病情选择适当的氧气流量，采用低

流量吸氧，可防止高流量引起二氧化碳潴留，避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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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良事件的发生。吸痰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呼吸

困难，吸痰期间采取无菌操作，可减少交叉感染。对

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心理护

理，可以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从而提升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的

病情也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及时发现患者的异常情况，

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患者的病情向严重情况发

展。此外采取预防感染护理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患者出

现院内呼吸道感染的发生[6-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

验组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低于参考组（P＜0.05）。
说明呼吸护理可减少患者出现院内呼吸道感染。实验

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参考组（P＜0.05）。说明呼吸护理

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上述结果可见，呼吸护理

在降低急性左心力衰竭患者的呼吸道感染率以及提高

护理满意度方面显示出了显著作用和深远影响。 在患

者的护理中，呼吸护理能够对患者护理效果进一步的

提高，降低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同时可促进患者病情

较早的康复。 笔者认为， 呼吸护理的实施应该作为

常规护理的一部分，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技巧进行实

施，以确保患者得到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这不仅

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也有助于提高医院的声誉

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呼吸护理有助于降低急性左心力衰竭

患者发生院内呼吸道感染，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表 1 两组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院内呼吸道感染发生率（%）

实验组 28 2（7.14%）

参考组 28 8（28.57%）

χ2 - 4.383

P - 0.036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28 15（53.57%） 12（42.86%） 1（3.57%） 96.43%（27/28）

参考组 28 12（42.86%） 5（17.86%） 11（39.29%） 60.71%（17/28）

χ2 - 0.644 4.139 10.606 10.606

P - 0.422 0.042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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