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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在老年重症护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中的价值 

汪培菊，李 杰* 

长海医院虹口院区重症医学科  上海 

【摘要】目的 对老年重症肺炎患者采用精细化护理的效果观察。方法 病例选择 2019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本

院收治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80 例。采取随机分表的方式，分为研究组与常规组，分别 40 例。常规组患者给予常

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给予精细化护理模式。分析观察 2 组患者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心理状况、遵医行为等。

结果 （1）研究组患者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研究组患者与

常规组肺癌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97.5%、77.5%，P<0.05，2 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老年重症肺炎患

者采用精细化护理的效果明显，不仅可以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快速恢复、使患者的心理情绪得到改善，而且可

以使患者的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减少，提供治疗的依从性，增加患者的满意度。临床上值得积极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老年重症护理；肺炎；精细化护理；常规护理；临床效果 

 

The value of fine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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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with 40 cases respectively.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fine nursing mode. 
The respiratory function indexes,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medical compliance behavior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observed. Results (1) the indexes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outine group were 97.5% and 77.5% respectively,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fine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is obvious. It can not only 
quickly recover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mood of patients, but also reduce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provid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Clinically, it is worthy of activ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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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作为重症患者常用的设备，尤其是肺炎患

者使用居多，可以帮助患者挽救生命、延长其生存期

限。但是重症患者在长期的治疗中，经常使用呼吸机，

患者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1-3]。比如，患者比较容

易患有呼吸机相关肺炎。这种疾病是患者在使用机械

通气一段时间后，肺部出现感染的疾病。这种疾病发

病比较急，病情发展比较快，而且死亡率较高[4-6]。老

年重症患者如果发生这种疾病，会给自身身体健康、

心理、生活上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给治疗及护理带

来难度。为此，有效的治疗与护理措施，对患者的身

体恢复意义重大[7-9]。本文对老年重症肺炎患者采用精

细化护理的效果观察。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 2019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老

年重症肺炎患者 80 例。采取随机分表的方式，分为研

究组与常规组，分别 40 例。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

干预，研究组患者给予精细化护理模式。研究组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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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患者分别为：24 例，16 例，年龄区间为 55 岁-71 岁，

年龄均值为（60.15±0.28）岁;常规组中男女患者分别

为：25 例，15 例，年龄区间为 56 岁-72 岁，年龄均值

为（63.18±0.29）岁，对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给予比

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 
（1）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均属于老人，并由相关医

师确诊为重症肺炎；②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完整；③

研究对象的治疗依从性比较高；④研究对象及家属对

本次实验知情，并且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①患者的基础资料不详细；②患者同

时伴有严重的心脏、肾脏、肝脏等疾病；③患者存在

沟通上的障碍；④患者具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1.2 护理方法 
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护士对患者进行

翻身拍背，给患者更换呼吸机管道等。 
研究组患者给予精细化护理模式。内容有： 
（1）护士帮助患者调整体位，使患者的膝下提高，

用棉被护垫，减少摩擦，防止压疮发生。针对认知清

醒的患者给予疾病知识的宣教，增强其治疗的依从性，

针对认知不清楚的患者，要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 
（2）在给予患者进行口腔护理的时候，要保证患

者的气管插管深度达标，防止在清洁口腔的过程中引

发气道管理移动或者弯折。 
（3）护士对患者的呼吸道护理中，要保证气囊压

力在符合固定的范围内浮动，指导患者没有口腔分泌

液、鼻腔分泌液的时候，每隔五小时放松气囊一次，

对患者的祛痰情况，护士要严密观察，并进行湿化处

理。 
（4）在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治疗期间，由于能量的

消耗会使各项指标发生异常，比如营养不良、血糖上升、

抵抗力低下等。为此，护士要对患者进行营养指导，保

证患者的充足营养供应，防止呼吸机肺炎的发生。 
（5）重症患者普遍具有一些基础疾病，容易引发

一些并发症。为此，护理人员要密切监测患者的有关

指标，并做好记录。如果有异常现象，要及时处理。

此外，对于呼吸机操作，出现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

的患者，护士要及时给予安抚，与其主动沟通交流，

对其讲述成功的病例，让患者充满信心，防止患者发

生拔管问题等。 
1.3 观察指标 
（1）观察 2 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包括：呼吸次

数、氧合指数、浅快呼吸指数。 
（2）统计分析 2 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整理 
本次研究使用的统计学软件是 SPSS25.0 版本，对

所有数据进行统一处理和分析，计数型指标，使用例

（n/%）来表示，利用 χ2
检验。计量型的指标采用均数

±标准差（ sx ± ）来描述，利用 t 进行检验。两组之

间的结果有明显的差异性用 P<0.05 来表示。 
2 结果 
2.1 观察 2 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 
研究组患者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优于常规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所示。 
2.2 统计分析 2 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 
研究组患者与常规组肺癌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

97.5%、77.5%，P<0.05，2 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见

表 2。 
3 讨论 
患者在使用呼吸机的时候，要建立人工气道，这

会减弱患者的自身免疫力，还会致使外界与患者的呼

吸道发生接触，抑制呼吸道的净化功能[10]。如果在使

用的过程中，设备操作的不规范，还会导致一系列的

并发症产生。极易引起相关肺炎。为此，对老年重症

患者的呼吸机肺炎的防治必须加强。 

表 1  观察 2 组各项呼吸功能指标（ sx ± ，d） 

组别 例数 呼吸次数/次（min） 氧合指数/mmHg 浅快呼吸指数/次（L*min） 

常规组 40 22.85±3.25 164.03±17.04 117.43±20.16 

研究组 40 28.22±4.05 172.45±22.35 138.37±14.03 

t - 6.7432 12.3423 15.9095 

P - 0.0032 0.0021 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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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统计对比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常规组 40 20（50） 11（27.5） 9（22.5） 31（77.5%） 

研究组 40 28（70） 11（27.5） 1（2.5） 39（97.5%） 

χ2
 - - - - 7.3143 

P - - - - 0.0032 

 
本次研究得出，（1）研究组患者的各项呼吸功能

指标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研究组患者与常规组肺癌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

97.5%、77.5%，P<0.05，2 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老年重症肺炎患者采用精细化护理

的效果明显，不仅可以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快速恢

复、使患者的心理情绪得到改善，而且可以使患者的

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减少，提供治疗的依从性，增加

患者的满意度。临床上值得积极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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