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2年第 1卷第 3期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4 -

系统化护理对重症脑出血患者肺部感染的预防效果

陈 芹，管小红，陈艺丹，杨晓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研究系统化护理对重症脑出血患者肺部感染的预防效果。方法 选择 2021年 3月－2022
年 3月我院收治的 60例重症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

施，研究组实施系统化护理，对比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与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等。结果 肺部感染比较，研

究组较对照组患者更低（P<0.05）；研究组患者咳嗽、发热等消失、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患者的用时更短

（P<0.05）；护理满意度比较，研究组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差异显著，P＜0.05。结论 实施系统化护

理，可有效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缩短临床症状缓解时间与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适用于重症脑

出血患者护理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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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ve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pulmonary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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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pulmonary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study group implemented
systematic nursing, comparing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with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nursing
satisfaction, etc.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p<0.05); The cough and fever disappeared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atic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shorten th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and hospitalization,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suit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work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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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脑出血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危重症，发病率

逐渐增加，重症脑出血患者也随之升高，针对重症

脑出血患者来说，在呼吸机辅助治疗期间极易出现

肺部感染等严重并发症[1]。在报道中显示，重症脑

出血患者因为病情较危重，大多患者都是在意识障

碍状态下，同时，患者需要卧床治疗，所以，在治

疗期间极易出现肺部感染症状，此种症状的发生也

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2]。因此，患者在治疗

期间，应该积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降低肺部感

染的发生率，同时，对降低患者死亡率也有着重要

的价值。而研究报道中显示，有科学护理干预措施

可预防肺部感染[3]。本文中为了进一步降低肺部感

染，选用了系统化护理，现将内容与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21年 3月－2022年 3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重症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

组 30例。对照组男 18例，女 12例，平均年龄（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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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岁。研究组男 17例，女 13例，平均年龄

（63.78±2.32）岁。一般资料，P＞0.05。
1.2方法

对照组内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在护理服务

期间，监测患者病情、生命体征，确保患者的治疗

安全，同时，贯彻落实呼吸道的护理服务，及时清

除口腔内分泌物，并指导患者进行正确排痰，还应

定时协助患者翻身、拍背，确保呼吸道的通畅性，

还可松动痰液，利于痰液的咳出，避免发生误吸等

情况。此外，患者在治疗期间，还应做好病房内消

毒、灭菌工作， 以免发生感染，保证患者的生命安

全。

研究组内患者实施系统化护理，具体内容为：

（1）创建系统化护理小组：以科室为单位，建立护

理小组，护士长任组长，选取科室具有丰富临床经

验、护理操作娴熟、沟通能力好的护士作为组员小

组内成员。先对患者展开全面的评估，分析出导致

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的高危风险，并且分析肺部感染

的高危因素，筛选出肺部感染的高危人群，并针对

患者的不同风险因素，制定出一系类针对性的护理

方案。（2）口腔清洁护理：重症脑出血患者通常都

会伴有昏迷、意识障碍等情况，因此，应该加强对

患者口腔的护理，成员还应全面评估患者口腔情况，

并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口腔清洁流程与每天清洁次数，

口腔护理操作时，应先用无菌棉球蘸取复方氯已定

溶液，随后应用轻柔的动作，清除患者口腔内分泌

物。针对昏迷患者，应先将患者头偏向一侧，以免

发生误吸；针对痰液黏稠度较高的患者，应该应用

持续湿化的方式来稀释痰液，促使肺内与气管内的

分泌物能够通畅；意识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并

雾化吸入促排痰。（3）加强呼吸道护理：针对辅助

呼吸机进行治疗的患者，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合

理设置参数，并密切关注各个参数的变化，及时吸

出气管插管内分泌物，加强气道持续湿化干预，以

免分泌物堵塞导管。对昏迷的患者，应该定时为患

者翻身、拍背，将患者头偏向一侧，观察关注患者

口腔、呼吸道内分泌物情况，并及时清理干净，以

免发生坠积性肺炎；对于针对呕吐、意识障碍的患

者，应该密切监测血氧饱和度变化，一旦出现异常，

应及时协助医生进行有效的干预治疗。（4）用药护

理：对于出现发热、肺部湿啰音、咳痰、咳嗽等症

状的患者，应立即报告医生，并在早期给予患者应

用抗生素，留取患者的痰标本与血标本等，对其展

开进一步的检查，在用药治疗期间，应对患者用药

后不良反应进行细致的观察。（5）气管切开护理：

对病房内温度、湿度进行合理控制，确保空气内清

新，气管切开接密闭式吸痰管，也可使用气管切开

专用雾化器，对患者进行持续气道湿化治疗，并由

专业的护理人员展开气管切开护理，在护理过程中，

应按照要求执行无菌操作技术；同时，还应对细菌

学指标进行全面监测，如发现患者出现阳性细菌，

应立即上报。

1.3观察指标

（1）对比肺部感染发生率。（2）对比临床症

状消失时间与住院时间。（3）对比护理满意度。

1.4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2.0 版本统计学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与分析，计数型指标通过例（n/%）进行表

示、再通过χ2进行检验，P＜0.05 表示两组患者之

间存在明显差异性。

2 结果

2.1对比肺部感染发生率

研究组发生肺部感染的有 2 例，占比 6.67%

（2/30），未发生肺部感染的有 28例，占比 93.33%

（28/30），总发生率为 6.67%；对照组发生肺部感

染的有 9例，占比 30.00%（9/30），未发生肺部感

染的有 21例，占比 70.00%（21/30），总发生率为

30.00%。对比结果显示，χ2=5.4545，P=0.0195，

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

2.2对比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与住院时间

研究组患者咳嗽消失时间（4.15±1.32）d，发

热消失时间（4.51±1.56）d，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

（3.64±1.40）d，住院时间（17.55±2.82）d；对

照组患者咳嗽消失时间（7.45±1.79）d，发热消失

时间（6.45±1.85）d，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6.38

±0.85）d，住院时间（24.44±3.52）d。对比结果

显示，T=8.1269,4.3909,9.1631,8.3671，P=0.0000，

研究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与住院时间均短于对

照组，P＜0.05。

2.3对比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6.67%。对照组为

73.33%，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详细数据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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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护理满意度（n/％；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n=30） 18（60.00） 11（3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n=30） 11（36.67） 11（36.67） 8（26.67） 22（73.33）

χ2 - - - 6.4052

P - - - 0.0113

3 讨论

肺部感染是重症脑出血患者比较常见的一种并

发症，因为重症脑出血患者的病情比较重，机体抵

抗力逐渐下降，再加上长期卧床、呼吸道反复入侵、

手术操作等相关因素，极易导致细菌感染的发生[4]。

而对于重症脑出血患者而言，一旦出现肺部感染，

不但会增加临床治疗难度，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

严重也可能会引导致死亡，给患者增加了较大的痛

苦程度，也给家属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负担[5-6]。因此，

在临床上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案，积极预

防重症脑出血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7]。系统化护理

是一种具有科学、全面的护理模式，在重症脑出血

患者当中应用，首先评估出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

并为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避免高

危因素给患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对肺部感染的预防

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保障患者的治疗安全[8]。

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采取的是系统化护理，

研究组内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这一结果充分表示系统化护理的应用价

值，可有效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同时，研究组患

者咳嗽、发热、 肺部湿啰音等症状消失时间与住院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提示系统化护理有助于患者身体的恢复，

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分析原因：系统

化护理在实施过程当中，首先组内成员全面评估患

者肺部感染的发生风险，并且分析肺部感染相关因

素，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避开肺

部感染的高危因素，继而降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

时，系统化护理实施还能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能力

与专业技能，促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专业

能力，便于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综上所述，重症脑出血患者在护理当中，实施

系统化护理，可有效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缩短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与住院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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