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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护理中重症患者的护理方法及效果观察 

谭筑检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工作中的方法及效果。方法 研究开展的时间跨度为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在该阶段对研究样本进行明确，主要来源于在我院呼吸内科治疗的重症患者，选取典型代表 60
例进行具体分析，采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对所有的患者进行编号，并使用软件分组。其中接受常规护理的 30 例

患者分为参照组，另外 30 例患者护理过程中采用综合护理干预视为研究组。对两组护理期间的情况进行详细观

察与记录，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进行两组护理后效果比较，较高的小组为研究组，其优势明显高于参照组（P
＜0.05）。对两组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护理前无论是焦虑情绪，还是抑郁情绪均无明显差异

（P＞0.05），护理后两组情绪均得到改善，但研究组效果更为明显（P＜0.05）。结论 针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方法，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情绪，并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可在今后护理中加大推广和应用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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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effects in the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Methods: The time span of the study wa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amples were clarified, mainly from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in our hospital, and 60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were selected for specific analysis. Computers and related software number 
all patients and use software to group them. Among them, 30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other 30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were regarded as the study group. Detailed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f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were 
carried out,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nurs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higher group was the research group, and its advan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as evalua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or depression before nursing (P>0.05). P < 0.05). Conclusion: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mood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which can be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future nurs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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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呼吸疾病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且病情极易反

复，所以此类疾病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

需求较大。因此临床中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开展护理工

作，从而维护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1]。由于患者受到

疾病的影响，且治疗时间较长，大部分患者会出现较为

明显的情绪变化，这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会导致患

者生活质量下降，所以护理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护理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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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本研究选择部分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使用综合性护

理干预，另外选择部分患者使用常规护理方法，统计不

同护理的具体情况，作出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接受呼吸内科治疗的重症患者中，于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将其纳入本研究，并作为研究样本进

行分析，共收集 60 例，依据计算机分组软件完成小组

划分，建立研究小组，不同的小组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

即研究组使用综合护理干预，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依

据计算机排序即分组软件讲患者平均分配至上述两组，

分别获取 30 例。所有患者的最小年龄跨度和最大年龄

跨度为 46 岁－87 岁，平均年龄为（60.29±4.77）岁。

相关资料统计后比较差异不够明显，说明可作为研究内

容进行比较，并突出（P＞0.05）。 
纳入标准：（1）无心脑血管疾病且年龄超过 40

岁的患者。（2）与呼吸内科诊断标准相符的患者。 
排除标准：（1）排除高血压或心脏病患者。（2）

排除精神疾病患者；（3）排除不配合研究的患者。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常

规护理，即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观察患者

的呼吸情况必要时给予氧气支持。另外对患者的各项体

征及其变化进行详细的监测。 
研究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采用综合护理干

预，具体护理措施如下：（1）加强健康教育：（1）呼

吸内科重症患者往往病情较为危急，且大部分患者对疾

病相关知识了解有限，因此，护理人员要抱以温和的态

度与患者沟通，并在此过程中将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

者，同时详细讲解治疗方法，并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

以此提高患者的认知，使其能够在临床治疗和护理中积

极配合。（2）加强心理护理。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受

到疾病的影响，其生理压力和心理加压不断增加，这种

情况下，患者就会产生不良情绪，此时护理人员需要与

患者积极沟通，在此期间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明确

导致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对患者施以针对

性的心理疏导，从而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另外给予患

者一定的鼓励，增加其接受疾病治疗的信心[2]。（3）
呼吸道通气护理。护理人员要加强患者的呼吸道护理，

定期对分泌物进行清理，并做好口腔护理工作，以此保

证患者的呼吸通畅，避免感染事件的发生。如果患者出

现呼吸困难的情况，且自主呼吸异常，护理人员应及时

给予患者通气治疗，并对相关指标进行详细的监测，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理。（4）环境护理。护理人员

要加强病房管理，定期对病房进行清理、通风和消毒，

避免发生感染时间，同时要保证病房内光线充足，以此

提高患者的舒适度[3]。（5）加强病情监测。重症患者

的病情十分不稳定，需要护理人员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

测，了解患者的各项体征。另外，护理人员要加强夜间

巡视，以免患者发生意外。（6）饮食护理。护理人员

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明确患者的营养需

求，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嘱咐患者

要坚持多餐少食的原则。 
1.3 观察指标 
（1）对患者护理后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价，根据患

者症状和病情变化将治疗效果分为痊愈（治疗后症状完

全消失）、有效（治疗后症状得到明显改善）、无效（治

疗后无变化甚至严重）；使用总人数与无效人数相减获

取总有效人数计算有效率后进行差异分析。（2）对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情绪变化进行观察，主要采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完成评价，

分数与不良情绪成正比。 
1.4 统计学处理 
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根据是否符合正态分

布，连续变量使用均数±标准差或四分位间距表示，两

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 t 检验或秩和检验。分类变

量表示为频数（百分比），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
确检验比较两组差异 

2 结果 
2.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护理后研究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患者的临床效果（n/%）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30 22 6 2 28（93.33%） 

参照组 30 5 19 6 24（80.0%） 

X2     12.521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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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前后比较 2 组患者的情绪状态（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3.0 48.85±9.75 25.54±5.53 49.66±10.01 26.64±5.53 

参照组 30 49.02±10.19 36.67±7.27 50.48±10.19 39.67±4.76 

t  0.197 11.256 0.875 12.686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情绪状态分析 
不同方法护理前后两组患者情绪状态改善和比较

情况见表 2。 
3 讨论 
在临床中呼吸系统疾病较为常见且具有较高的发

生率，支气管、胸腔、气管及肺部是主要病变位置。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但生活环境的改变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呈现出

逐渐上升的趋势。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胸痛咳嗽为轻度

症状，严重时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这

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有着严重的威胁。另外，呼吸

系统疾病大部分具有反复迁延、病程长的特点，且部分

重症患者存在基础疾病，抵抗力较低，治疗难度较大，

且对外界影响因素较为敏感，因此需要临床中采用合理

的方法进行护理，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4]。本研究采

用综合护理干预方法进行研究组的患者，结果显示本组

患者的临床效果与情绪状态均优于参照组（P＜0.05）。 
综上所述，针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

预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效果，且改善患者的情绪

状态，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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