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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护理干预对重症肺炎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古丽斯旦 • 巴吾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全程护理干预对重症肺炎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研究最初开端时间

与最终结束时间分别为 2021年 6月和 2022年 6月，在电脑随机抽选系统干预作用下，在上述所提及这段时间内

选择我院接受治疗的重症肺炎患者 152例当做本次研究治疗的探究对象，区分为不同的两个组别，前组为共计

76例为其施以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后组为共计 76例为其施以全程护理的观察组，针对于患者接受治疗后的临床

成效进行互相之间的比较。结果 患者最终所拥有的临床成效相对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患者最

终出现并发症的概率相对更高的一个组别为对照组（P＜0.05）。结论 对出现重症肺炎症状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

过程中施以全程护理，让患者能够拥有与理想状态相匹配的最终成效，出现并发症事件的概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与降低这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使用的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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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hole-cours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se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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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ul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of severe pneumonia.Methods the initial beginning time and the final end time in June 2021 and June 2022, respectively,
in the computer random selection system intervention, in the above mentioned time select our severe pneumonia patients
treated 152 cases as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treatment,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groups, the former group for a total of 76
cases for the control group of routine care, after group for a total of 76 cases for the full care observation group, for the
patients after the clinical results of treatment. Results One group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clinical effectiveness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0.05).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was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symptoms of severe pneumonia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so that patients can have the final effect
matching the ideal stat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reduced, which is an
intervention method worthy of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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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这一疾病存在起病急的特征，患者不仅

仅会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症状，同时还会合并出现

休克、意识障碍以及肝肾功能异常等情况，并且病情

发展急促，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较高[1]。为了能够让

患者得到更为显著的成效，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治疗

的加成效果较低，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全程护理干预

模式下，探讨分析对重症肺炎症状患者所产生的成效。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最初开端时间与最终结束时间分别为 2021年

6月和 2022年 6月，在电脑随机抽选系统干预作用下，

在上述所提及这段时间内选择我院接受治疗的重症肺

炎患者 152例当做本次研究治疗的探究对象，区分为

不同的两个组别，前组为共计 76例为其施以常规护理

的对照组，后组为共计 76例为其施以全程护理的观察

组；39例和 37例分别为对照组所含有的男女患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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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最低至 60岁，最高至 79岁，均值（70.25±5.26）

岁；40例和 36例分别为观察组所含有的男女患者例数，

年龄最低至 59岁，最高至 80岁，均值（70.64±5.54）

岁；使患者的各项基线资料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

具备差异性（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

被规划为对照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常规护

理模式开展相应的干预工作。

1.2.2观察组

被规划为观察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全程护

理模式开展相应的干预工作，其所涉及到的具体干预

工作内容如下：（1）组建全程护理干预小组，需要让

重症医学科针对于肺部感染患者有着更多治疗经验和

责任心更高的高年资的护理人员和主治医生创建护理

小组，同时需要在上岗前对相应组员实施培训工作。

（2）护理人员需要保证患者所处病房的干净与整洁，

需要定时定期对病房内各个物品进行消毒，同时在对

患者实施各项治疗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严格按照

无菌操作的标准执行，同时针对于患者的探视需要进

行严格的规范，患者家属在探视之前需要在护理人员

指导下完成严格的手卫生，并穿戴好无菌防护服，避

免交叉感染症状的产生。（3）当患者实施通气治疗的

过程中，在患者病情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将患者的床

头跳高，能够避免其出现冷凝水误吸的情况，并为患

者实施口腔护理和气道管理工作，在通过对患者实施

口腔护理清洁工作之后，能够有效降低细菌滋生的发

生概率，每间隔 30分钟的时间对患者的各项基础指证

进行观测，若患者出现了异常情况，需要及时上报并

处理。在对患者实施各项治疗的过程中应该保证患者

拥有通畅的呼吸状态，需要及时对患者施以吸痰干预

工作；同时在实施气道湿化干预的过程中应该提前开

展加温处理，一次来降低患者痰液的粘稠度。护理人

员需要每天都为患者实施叩背和翻身，每间隔 2h的时

间，鼓励患者进行咳痰，而对于咳痰无力的患者，则

需要为患者给予雾化治疗。（4）在患者接受抢救检查

和治疗的时候，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当患者需

要复查胸部 CT的时候，则应该安排主管护师对患者施

以全程的陪护。（5）若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其症状出现

了好转，此情况下护理人员需要及时告知患者其实际

的情况和预后的结果，并对患者施以一定的心理安抚

工作，并鼓励并指导患者实施床上练习深呼吸运动，

让患者能够拥有对治疗的信心。（6）在住院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该为患者提供高蛋白饮食，保证患者摄入

充足的营养。

1.3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根据患者最终所拥有的临床疗效

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与分析，将其划分为了三个等级

阶层，分别为：患者在接受干预后所开展的各项检查

其结果均显示为正常，患者所存在的肺部感染症状均

不在出现，实施气管拔管操作之后患者所存在的咳嗽

和发热等各种临床症状均有非常显著的好转，此状态

为显效；所存在的重症肺炎症状较治疗前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好转迹象，所开展的血清炎性指标的检车结果

显示出现了降低，但是仍旧存在肺部感染症状，此状

态为有效；患者并不具备显著的治疗成效，仍然需要

接受住院治疗，此状态为无效。

（2）并发症：针对于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出

现并发症的概率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与分析，其中主

要涉及到患者发生感染性休克、肺水肿、支气管扩张、

心力衰竭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症状的概率。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分析，计数资料经χ2检验，以（%）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由表 1 结果所示，患者最终所拥有的临床成效相

对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6 43（56.58） 30（39.47） 3（3.95） 73（96.05）

对照组 76 32（42.11） 26（34.21） 18（23.68） 58（76.32）

χ2 12.431

P 0.000



古丽斯旦 • 巴吾东 全程护理干预对重症肺炎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 45 -

2.2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

在本次研究的对照组中最终出现感染性休克、肺

水肿、支气管扩张、心力衰竭以及肾功能不全症状的

患者例数分别为 6例、5例、4例、2例和 2例，其并

发症率为 25.00%（19/76）；

观察组中最终出现感染性休克、肺水肿、支气管

扩张、心力衰竭以及肾功能不全症状的患者例数分别

为 1例、1例、1例、0例和 1例，其并发症率为 5.26%

（4/76）；（χ2=11.526，P=0.000）。

由上述结果所示，患者最终出现并发症的概率相

对更高的一个组别为对照组（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逐步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

而因为老年人的特殊性，最近几年时间内发生肺炎症

状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当肺炎发展为重症感染

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起病隐匿，并且不具备特异性表

征，从而容易导致没有在最佳时间段内接受到及时的

治疗[2]。常规情况下，来年患者因为其所拥有的免疫力

出现了降低，机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也出现了降低，

而大多数的老年人还存在一定的基础性疾病，从而导

致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产很并发症[3]。

一般情况下所使用的常规护理干预工作，对患者

所产生的干预成效并不理想，而在本次研究的结果之

中显示，通过对患者施以全程护理干预工作，让患者

所拥有的最终成效要远高于实施常规护理进行干预的

观察组[4-5]。这是因为全程护理干预工作，是对患者接

受治疗的整个过程施以相应的护理干预，让患者能够

更早接受到对应的护理干预，能够有利于患者的病情

恢复[6]。早期的护理干预让患者的咳嗽排痰能力得到了

改善，能够有效的清除患者肺部痰液和气道分泌物，

这也是患者肺部感染得到控制的关键所在[7-8]。同时在

早期的心理疏导作用下，让患者能够拥有对临床治疗

的信心，让患者拥有更高的依从性。

综上所述，对出现重症肺炎症状的患者在接受治

疗的过程中施以全程护理，让患者能够拥有与理想状

态相匹配的最终成效，出现并发症事件的概率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与降低，这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使用的干

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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