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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干预对肺部疾病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效果的影响

陈 芳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研究中医综合护理内容在肺部疾病患者中的应用，探讨其对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效果

的影响。方法 在我院收治的肺部疾病患者中选择 11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控制在 2021年 7月
~2022年 7 月间，按照护理方式将其分成两组，常规临床西医护理为对照组，结合中西护理措施的为观察

组每组有患者 55 例，对比干预后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变化以及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

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对应住院费用明显减少，并且在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上，观察组患者的控制作用

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肺部疾病患者在常规护理上添加中医护理多项措施的干预

效果良好，可降低感染事件的发生，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有助于促进康复，并利于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剧

透临床推广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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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diseases

Fang Che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diseases, and to explore its eff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ulti drug
resistant bacteria infection.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disea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time range was controlled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 The conventional clinical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w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nursing measures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5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hanges of clinic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s of multi drug resistant bacteria infec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hospitalization cos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ulti drug resistant bacteria
infection,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adding multiple
meas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o the routine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diseases is
good, which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n events,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help to
promote rehabilitation, help to build a harmonious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reveal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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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疾病的症状可分为呼吸道，也就是肺部本

身的疾病引起的症状，还有就是全身症状，甚至有

一些疾病叫肺外的症状。肺部疾病通常引起的症状

会有咳嗽、咳痰、胸痛、咯血、呼吸困难等，肺部

疾病不同上述表现特点也大不相同[1]。多重耐药菌

感染主要指的是临床在治疗肺部疾病时，同时使用

三类或三类抗菌药物以上出现的耐药性的细菌感

染，这种情况在长期住院治疗的患病群体中比较多

见[2]。因此，为了有效控制肺部疾病患者住院治疗

期间的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情况，本研究对部分患

者在优化常规护理基础上，添加中医综合干预，重

点分析此种形式对感染的控制效果，现将具体报道

展示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入 110例我院在 2021年 7月到 2022年 7月间

收治的肺部疾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照临床研究方

案对患者进行组别的划分，一组为对照，一组为观

察，每组患者 55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组结合常规添加中医综合护理干预。在对照组中，男

性有 31例、女性有 24例，年龄最大至 91岁，最小至

60岁，平均年龄为（60.15±2.64）岁；而观察组患者

中，男性 33例，女性 22例，年龄层段从 60岁到 90
岁之间，均值年龄为（60.14±2.79）岁，对比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允许

组间对比。

纳入标准：研究患者全部经临床诊断明确为肺

部疾病；对研究所涉药物或者中药组方成分无过敏

体质；患者及家属均知晓研究意义和目的，已签订

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研究者中既往有精神疾病史或障碍

者；同时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性疾

病；处于妊娠或哺乳期的妇女；无法提供完整病情

资料和相关流调信息者。

1.2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上述常规之上

增加中医辨证施护：①环境管理。基于常规消毒和

清洁，用艾叶对病房进行熏蒸。②饮食指导。指导

患者忌烟酒，饮食上应以营养均衡为先，禁止食用

高油脂、高盐、辛辣刺激食物，以清淡为主；叮嘱

患者每日多饮水，既能使大便软化、也可稀释痰

液；可在日常饮水中加入金银花、桔梗等中药材，

可润肺滋阴；患者漱口可用金银花水或菊花水，能

够减轻口臭；风热犯肺者可服用川贝母炖雪梨、清

热化痰。③用药指导。痰热郁肺者需服用凉药，风

寒、阳虚者需捂汗，其余类型患者则需将药温热之

后再服用。④对症施护。咳嗽严重者，可进行针

灸、拔罐等疗法，缓解症状；痰液粘稠伴咳嗽困

难，风寒痰多，施以艾灸或拔罐可缓解，穴位选择

大椎、风门、定喘等。

1.3观察指标

记录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及住院总花费；

感染防控效果主要指的是患者多重耐药菌的感染情

况，具体菌群类型有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并统计两组患

者对护理方式的认可度，主要从护理服务体验、专

业度、耐心或细心程度等方面进行评定，以问卷调

查的形式统计，最高得分 100分，分数评级分为非

常满意（≥90 分）、基本满意（60~89 分）、不满

意（≤59 分），总满意度等于非常满意率与基本满

意率之和。

1.4统计学方法

运用版本为 SPSS20.0 统计学软件验证本研究

数据，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卡方检验；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表达，t检验，组间差异显

著时，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7.89±2.01）
d，明显比对照组患者（12.68±3.14）d 短，且观察

组患者住院总费用（1257.95±108.37）元也明显少

于对照组患者（1736.39±115.97）元，组间差异存

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总感染率 7.3%要比对照组患者

的总感染率 21.8%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数据见表 1。

2.3两组护理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总护理满意度为 96.4%。对照组

患者的总护理满意度为 85.5%，将二者做组间对比

可见，观察组更高，对照组更低，差异显著，P＜
0.05，数据如下表 2所示。

3 讨论

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原因主要是滥用抗生素

药物或者接触传染，临床治疗以调整用药量以及服

用增强免疫力的药物为主[3]。致病因分析，患者长

时间大量的滥用抗生素药物时，会导致其身体内的

细菌产生耐药性，使其出现三种或以上的细菌长时

间停留在人体内，引起多重耐药菌感染[4]。除此之

外，和多重耐药菌患者发生密切接触时，也可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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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细菌传染，使患者出现皮肤受损以及身体发热等

表现。因此，主张患者要尽早入院做药敏试验，并

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结果选择对应的抗生素药物控

制，进而抑制多重耐药菌对身体的损伤，并同时做

好对患者的隔离和防护措施，以免细菌滋生蔓延。

研究发现[5]，多重耐药菌感染为临床治疗肺部

疾病增加难度，对整体治疗效果阻碍较多。因此越

来越多医学研究者建议，各大医疗结构都应规范应

用抗生素，以保证药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并同时

加强对患者的护理管理，从根本上解决多重耐药菌

感染。本课题研究中，以部分患者为观察组，遵循

中医理论对患者实施辨证干预，针对不同证型的患

者予以不同干预疗法[6-8]，从环境、用药到饮食等

全面实施管理，收效理想。结果数据显示，观察组

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住院所需要的费用

也相对减少，不仅如此，观察组患者中出现多重耐

药菌感染的情况也明显少于对照组，两者之间有显

著差异。

由此证实，中医综合干预方案在肺部疾病多重

耐药菌患者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可有效控制感

染，患者认可度也较高，对临床构建和谐护患关系

意义积极。

表 1 对比 2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n，%）

组别 例数 肺炎克雷伯菌 铜绿假单胞菌 金黄色葡萄球 鲍曼不动杆菌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5 1 1 1 1 4（7.3）

对照组 55 4 3 2 3 12（21.8）

χ2 5.171

P 0.022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5 44（80.0） 9（16.4） 2（3.6） 53（96.4）

对照组 55 36（65.5） 11（20.0） 8（14.5） 47（85.5）

χ2 3.960

P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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