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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化患者的护理 

沈东燕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对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化患者的临床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于 2018.1 月~2020.1 月

期间因结缔组织病合并肺纤维化的重症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共计 106 例。将其按照护理方式的

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53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模式，观察组会按照则实数

全面护理干预的方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肺功能通气指标，以及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护理有

效率。结果 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81.1%，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临床护理有

效率高达 96.22%，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P＜0.05），统计学意义明显。此外，

在进行临床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通气指标都有所提升，但是相比较来说，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通气

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针对于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患者的临

床护理，可以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的措施，进而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的身体好转，实现对

疾病控制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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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nd pulmonary fibrosis. Methods: A total of 106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everely ill patients with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nd pulmonary fibrosis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t wa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 the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ll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lung function ventila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ccording to the 
real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 and the nursing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care was 81.1%, and the clinical care 
efficiency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s high as 96.22%.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P <0.05), i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after clinical care, the lung function ventila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improved, but in comparison, the lung function ventilation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differed greatly, there were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For the clinical car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nd 
pulmonary fiber,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be implemented, which can help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health,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iseas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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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缔组织并简称 CTD，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临床表现主要为肺部的受累症状，随着疾病的发

展会对患者的身体器官和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害，且

治疗难度较大，预后效果也不理想。肺纤维化指的

是肺部组织遭受侵犯，进而发展为肺间质出现纤维

化的改变，不仅会造成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气促等

临床症状，还会导致患者的肺功能严重受损。本次

实验主要是对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化患者的临床

护理措施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8.1 月~2020.1 月期间因结缔组织病

合并肺纤维化的重症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

象，共计 106 例。将其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53 例。对照组 53 例患

者中，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 30~74
岁，平均年龄为（52.47±6.15）岁；观察组 53 例患

者中，男性患者 31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 28~71
岁，平均年龄为（50.37±3.92）岁。按照所患的结

缔组织病进行分类，类风湿关节炎 31 例、系统性红

斑狼疮 28 例、肌炎 24 例、干燥综合征 17 例、混合

型结缔组织病 6 例。选取的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实

验，且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实验的标

准。对比分析患者的年龄、性别、所患疾病等一般

信息资料，数据差异较大，（P＞0.05），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对实验结果无影响，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即包括了饮

食护理、用药指导、心理疏导、病情监测等。观察

组患者则是采用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即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添加针对性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呼吸道护理 
由于该疾病会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等症状，所

以需要实施呼吸道的针对性护理。首先，需要保持

患者的呼吸道通畅，辅助清醒患者进行排痰，昏迷

患者则定时的吸痰，从而防止患者因痰液阻塞气道

等造成疾病的加重[1]。同时，可以采用雾化吸入的

方式，进行气道的湿化，以及吸入药物促进痰液的

稀释和咳出。此外，针对于患者的缺氧症状，需要

进行氧疗护理，主要是采用低流量的持续吸氧或者

是高流量的间断吸氧方式，促进患者缺氧症状的改

善，提高患者的呼吸功能恢复正常[2]。 
（2）口腔护理 
目前，临床上对于该疾病的治疗方式，主要是

采用长期的激素用药治疗，以实现对疾病的控制，

但是长期的使用激素会造成患者的免疫力出现下

降，导致患者容易出现细菌感染等，其中最常见的

就是口腔溃疡，因此需要做好患者的口腔护理[3]。

对于能够自理的患者，需要指导患者每日按时刷牙，

并在进食后进行漱口，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在生理

盐水中融入一定量的制霉素进行漱口，以起到杀菌

消炎的作用，防止患者出现感染症状。若是患者已

经出现了口腔溃疡，则需要使用一些含有杀菌剂的

漱口溶液。而对于昏迷患者的口腔护理，则是采用

每天两次的棉球擦拭，以及对口腔黏膜和舌苔的护

理[4]。 
（3）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由于重症接地组织病合并肺纤维化患者的病情

变化较为复杂，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需

要注重对患者病情的密切观察。首先，需要严密观

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即血压、脉搏、呼吸、血氧饱

和度等，一旦患者的生命体征出现异常的变化，则

要及时上报医生，进行抢救治疗[5]。其次，对于意

识模糊无法进行正常交流和沟通的患者，更加需要

注重其生命体征，尤其是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

者，需要严密掌控患者的意识变化，避免患者因为

病情的加重出现狼疮脑病。最后，对于间质性肺炎

的患者，需要在基础病情掌控的基础上，增加对患

者体温的实时监控，一旦出现体温升高，则要进行

降温处理[6]。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肺功能通气指标，以

及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护理有效率作为本次实验的

观察指标。临床效果主要包括了显效、有效、无效，

显效指的患者的呼吸困难、缺氧、胸闷、气急等症

状均有显著的改善，趋于正常水平；有效指的是患

者的各项临床症状较之前有好转；无效指的是患者

的临床症状、检查指标等均无显著好转。 
1.4 统计学处理 
对于本次实验的数据处理使用SPSS20.0统计学

软件，使用%表示，得出的结果使用 X2 值进行再次

检验，当（P＜0.05），表示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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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53 31 20 2 96.22% 

对照组 53 25 18 10 81.13% 

X2值     12.574 

P 值     ＜0.05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96.22%，对照

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81.13%，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 
2.2  

表 2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通气指标比较（%） 

组别 指标 对照组 观察组 

护理前 FVC/% 45.37±5.12 45.63±3.91 

 FEV1.0 51.26±4.39 50.27±4.20 

 MMF/% 44.71±2.06 44.06±4.35 

护理后 FVC/% 50.19±3.84 58.73±3.76 

 FEV1.0 53.34±2.93 61.26±2.51 

 MMF/% 49.71±4.16 57.94±4.29 

在进行临床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通气指

标都有所提升，但是相比较来说，观察组患者的肺

功能通气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差异较大，

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目前，临床上对于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化患

者的护理主要是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方式，来对患

者进行系统的护理[7]。与常规的护理模式相比，全

面护理干预措施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是针对于该

疾病的临床症状和特点，制定出全面、系统、针对

性强的护理措施，进而能够对疾病的发展起到一定

的控制作用，助于患者的机体恢复[8]。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经过不同模式的临床护理

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96.22%，对照

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为 81.13%，且两组患者的

肺功能通气指标都有所提升，但是相比较来说，观

察组患者的肺功能通气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数据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总

之，对于重症结缔组织病肺纤维化患者的临床护理，

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措施，具有显著的护理效果，

能够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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