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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护理对重症肺炎患者的影响

姚雪飞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分析重症肺炎患者中全面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近 2 年（2019 年 8 月-2021
年 9月）收治的重症肺炎者 90 例，回顾临床资料。将实施全面护理的 45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将实施常规

护理的 45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

肺活量、最大通气量）和临床体征（气促、咳嗽、发热症状）改善情况更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呼吸道感

染率更低，平均住院时间更短，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面护理实施于重症肺

炎患者护理中，可有效缓解其临床症状，促进功能恢复，还能有效减少呼吸道感染，提高治疗效果，使病

情得到进一步控制，临床应用价值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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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re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Xuefei Yao

Hebei PetroChina Central Hospital Hebei Langf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0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rs (August 2019 to September 2021) were reviewed. 45 patient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5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improvement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forced vital capacity, vital capacity, maximum ventilation volume) and clinical signs (shortness of breath,
cough, fever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promote functional
recovery, effectively reduc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further control the
disease. It has definit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Severe pneumonia; Comprehensive nursing; Lung function; Clinical signs;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effect

重症肺炎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如果患者出

现咳嗽、咳痰、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呼吸费力、

头晕等表现，这时很可能是重症肺炎。胸片或者

CT 发现肺部有大量炎症渗出、斑片状阴影，甚至

肺部有大量肺水肿，结合患者症状、体征以及胸片

检查、理化检查，即可以明确是重症肺炎。重症肺

炎的死亡率高达 30%-50%，在医院需要入住 ICU
病房，并且需要其它相关科室共同协作，才能进行

治疗[1]。研究表明[2]，在对重症肺炎患者进行治疗

的额同时给予有效的临床护理干预，能更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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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提升治疗效果，促进病情的恢复。在临床中，

全面护理被广泛应用，该护理模式获得广大患者好

医师的认可。本研究通过分析重症肺炎患者中全面

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近 2年收治的重症肺炎者 90例，回顾分

析探讨护理效果。其中 45例对照组患者（男 26例，

女 19例）年龄在 11-73岁（平均 42.24±3.18岁）；病

程 2-14d（平均 8.16±1.25d）。45例观察组患者（男 21
例，女 24 例）年龄在 15-74 岁（平均 44.56±0.17
岁）；病程 2-12d（平均 7.16±2.01d）。上述病例资料比

较均衡性良好（P>0.05） ，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

符合临床诊断标准，且存在相关症状（呕吐、呼吸困

难、发热、咳嗽等）；②患者知晓研究内容并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依从性差，无法坚持完成护理流程

者；②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③临床资料不全者。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检测病情变

化，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为其提供舒适、安静治疗

环境。给予指导饮食、口腔清洁等。观察组则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加用全面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①肺部全面护理：护理人员应严格控制换流量,
保证气体正常交换 ,维持其呼吸道通畅。吸氧 2-
3min 后，予以呼吸道湿化处理，促进其呼吸道分

泌物、痰液快速排出。雾化吸入后,予以及时叩背

处理，自下而上，从背部两侧至中间叩击 5次。同

时教导患者学会用力呼吸技巧，增强其排痰效果。

指导患者保持头低位，促使其排痰。无力排痰者，

可采取机械吸痰处理，注意控制力道，控制吸痰

10s 以内，病情危重者可先吸氧 3min。
②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应尽量延长患者与家属

相处时间，稳定其情绪，随后以温柔语言同其交

流，解除其紧张情绪。对年龄小的患者，可提供玩

具、糖果等服务，能转移注意力，改善患者心情。

③发热护理：对于高热患者，护理人员应及时

予以物理治疗，必要时给予药物治疗。退热后，则

立即清洗全身，更换衣物，保持皮肤干净；按时检

测患者体温，以免其再次高烧；对于气促者，则及

时予以氧疗，注意保持输氧管通畅性。为患者家属

详细解释病情、药物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完善健康教育工作。

④饮食护理：调整重症肺炎患者饮食结构，以

高热量、高蛋白、高纤维素的流食为主。

⑤控制感染护理：安排在单间房内，与其他病

患保持隔离，室内要整洁、舒适，光线不宜太强，

保持空气新鲜，保持一定的温度（18-22℃）和湿

度（50-60%）。要求医护人员严格执行手卫生，遵

守无菌操作规程，尽量减少侵入性操作。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 版本）进行数据

分析，对本研究中所得的计量资料（t）及计数资

料（χ2）分别进行对比，用χ±s、%分别检验，若

P<0.05，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观察指标

测定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和临床体征改善情

况。其中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肺活量、

最大通气量；临床体征指标包括：气促、咳嗽、发

热症状。

判定两组总有效率：分为显效（经临床检查病

情显著改善，未见并发症出现）、有效（经临床检

查病情出现改善，存在少量且轻微并发症）、无效

（经临床检查病情无改善，且存在相对严重的并发

症）。

同时记录两组患者呼吸道感染率和平均住院时

间。治疗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

2 结果

2.1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改善

情况较对照组更佳（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对比（χ±s）

组别 例数 用力肺活量 肺活量 最大通气量

观察组 45 2.59±0.63 2.52±0.34 70.63±12.35

对照组 45 1.63±0.58 1.51±0.47 52.83±10.02

t - 7.520 11.680 7.508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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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患者临床体征改善情况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气促消失时间

（3.03±0.55）d、咳嗽消失时间（4.98±0.73）d、发

热消失时间（3.14±0.77）d；对照组患者气促消失

时间（5.72±1.18）d、咳嗽消失时间（8.75±1.16）
d、发热消失时间（6.23±1.28）d。可知，观察组患

者 气 促 、 咳 嗽 发 热 消 失 时 间 较 对 照 组 更 短

（ P<0.05）。经数据检验， t=13.861、 18.452、
13.877，P均=0.001。

2.3两组总有效率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 97.78%，

其中显效 28例，有效 16 例，无效 1例。对照组总

有效率 82.22%，其中显效 19 例，有效 18 例，无

效 8 例。可知，观察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更高

（P<0.05）。经数据检验，χ2=47.473，P=0.001。
2.4 两组患者呼吸道感染率和平均住院时间对

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呼吸道感染率

2.22%（1/45），平均住院时间（16.14±3.17）d；对

照组患者呼吸道感染率 20.00%（9/45），平均住院

时间（22.14±3.15）d。可知，观察组呼吸道感染率

和平均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更低（P<0.05）。经数据

检验，χ2=6.973，t=9.217，P均=0.001。
3 讨论

重症肺炎存在较高死亡率，主要是由于各种病

原微生物导致的肺部感染、肺部渗出，从而导致低

氧血症、呼吸衰竭[3-4]。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

提高，重症肺炎的死亡率的确下降较多。但配合高

效全面的专业护理对提高重症肺炎患者的治愈率意

义重大。

全面护理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给予整体

化、全面化的优质护理，进行多角度的护理服务，

为提升疗效，改善预后有重要作用[5-6]。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和体征均有显著的

改善，且患者呼吸道感染率较低，为 2.22%。这种

护理模式，强化基础护理，通过肺部护理、呼吸道

护理、心理护理、发热护理、饮食护理、预防感染

护理等，使患者获得全面服务质量，促使患者更配

合临床医疗护理工作，达到稳定病情，改善预后的

目的。重症肺炎患者由于吸氧和应用抗生素，易导

致呼吸道菌群环境和结构的变化，给予肺部护理和

呼吸道护理至关重要。研究发现[7-8]，这类患者病

情严重，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存在一些健康保

健知识误区，全面护理从健康宣教、加强护患沟通

等方面，缓解其负性心理，解答其疑惑，对加强治

疗的信心，保持良好心态有积极影响。全面护理予

以营养支持和预防感染措施，可避免不良反应和并

发症的发生，促进病情恢复[9]。

综上所述，全面护理可有效提高重症肺炎患者

的临床疗效，改善症状，促进病情恢复，临床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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