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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甲型 H1N1 流感成年患者的护理干预体会 

文春霞 

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人民医院  新疆铁门关 

【摘要】目的 调查甲型 H1N1 流感成年患者的门诊相关护理要点及现状，并对相关护理干预的实行价值作

出研究。方法 研究经讨论后于 2020 年 7 月-2022 年 9 月实行，在门诊现有病例信息中遴选出 60 份，且所属信息

的诊疗结果均为甲型 H1N1 流感，结合双盲法原则对信息予以组别匹配，研究组、对照组为该研究内执行比较的

组别，组内对应的护理措施分为综合护理、常规护理，后续比较中提及的项目为相关管理评价、护理满意程度。

结果 研究组在过程中对相关护理指标预见性防护措施的落实程度及对患者院内的预后保障性，均高于对照组，

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P＜0.05）；研究组在过程中对该项护理措施的选择倾向性及综合成效评价，均高于对照

组，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P＜0.05）。结论 综合护理调节了各个阶段内门诊护理的相关工作流程，对于门诊护

理质量有一定作用，适用于门诊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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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utpatient nursing point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adult patients with 
influenza A (H1N1), and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value of releva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After discussion,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from July 2020 to September 2022. 60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xisting outpatient 
information, an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ults of the information were all influenza A (H1N1), and the information 
was matched by group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ouble-blind method.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he groups for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in the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comprehensive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The items mentioned in the follow-up comparison were related management 
evalu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degree of predi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related 
nursing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lative value between the data 
was higher (P < 0.05). The selection tendency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nursing measu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ative value between the data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regulate the related work flow of outpatient nursing in each stage, and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outpatient nursing, which is suitable for outpatient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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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 H1N1 流感泛指于以甲型 N1N1 流感病毒作

为病原体的呼吸道疾病，研究中将其与季节性流感区

分[1]，基因分析中检测出该病毒包含猪流感、禽流感、

人流感，且人群易感性高，主要以人传人为传播方式。

得益于我国门诊建设的完善，现阶段门诊可对此类流

感患者予以集中诊治[2]，多数患者并不了解门诊的工作

流程，在常规护理中很难与相关人员形成有效配合。

综合护理为门诊护理现状改变指明了方向，融入了多个

护理理念，能够有效在根源处解决患者的就医难题[3]。

本文主要调查甲型 H1N1 流感成年患者的门诊相关护

理要点及现状，并对相关护理干预的实行价值作出研

究，现内容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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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研究目和要求后，准许执行。研究实行于 2020
年 7 月-2022 年 9 月，在该阶段共纳入 60 例诊疗结果

为甲型 N1N1 流感的患者，经双盲法与研究内包含的

相关措施进行匹配后，将单组内参与比对的患者数量

固定在 30 例。研究组的平均年龄区间为 18-65（41.52
±5.58）岁，组内共纳入男性 13（43.33%）例，共纳

入女性 17（56.67%）例，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区间为 18-66
（42.25±5.41）岁，组内共纳入男性 12（40.00%）例，

共纳入女性 18（60.00%）例，资料中的比较项目未显

示出一定统计价值（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主要以指导为主，评估患

者患病情况后引导就医。 
研究组实行综合护理，内容为：①个人防护。向

门诊调配充足的相关防护设备，并督促人员按照防护

制度予以操作，在接触前和接触后清洁手部。②为了

尽快提高护士应对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的能力，确保

护理质量和患者、工作人员的安全．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集中教学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理论培

训．要求全体护士通过多种渠道自学甲型 H1NI 流感相

关知识，并通过考试督促自学效果，组织全体护士加

强预防、诊断、治疗、消毒隔离及个人防护技术等相

关知识的规范培训。在防控专家指导下，确保培训效

果。③物品管理。门诊防护中主要涉及到的相关物品

有消毒物品、体温计、血压计袖带等，完成温度测量

后，对温度计予以清洁，可将其浸泡在氯消毒液中，

用完的医疗废物按照管理制度处理。④接触管理。统

计好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的相关信息，

单独观察 1 周内上述患者的病情变化，若已经产生明

显症状则通知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诊治。⑤区域划分严

格划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明确区分医务人

员和患者专用通道，各区均贴有醒目标识并用颜色区

分．且做到功能到位．流程合理。做好空气消毒．开

窗通风，加强空气流动。潜在污染区、污染区每日紫

外线消毒 2 次，每次 l h。另外污染区还采用了循环风

式空气消毒机进行空气消毒。每日定时进行物体表面、

地面的湿式清洁。清洁工作从清洁区、潜在污染区、

污染区逐区进行。抹布、拖把分区使用。及时更换。

消毒剂选用有效氯为 200～4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

将一次性医疗垃圾严格按要求处理。⑥人性化护理。

人在患病时，通常会伴随性格和行为的改变。一般会

感到害怕、恐惧、焦虑、急躁、孤独等。有些学校发

现有甲流患者后，让学生放假，患者进入医院后，惧

怕隔离，没有家属陪护，不积极配合，拒绝提供个人

资料信息。这时护理人员应热情帮助患者熟悉环境，

给予心理疏导．与院领导协调，及时与家长联系。开

通绿色通道．保证患者及时就医。此外，护理人员为

患者提供一次性用品、热水、热饭，使其感到温暖，

愿意积极配合医疗工作。⑦心理干预。利用自身沟通技

巧了解患者情绪波动的原因，并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

以安慰、鼓励为主增加患者的康复信心，同时调整患者

的心理状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同时也要注重患者情

绪的变化，让患者能够积极参与到护理工作中。 
1.3 判定指标 
①后续比较中提及的项目为相关护理评价，该项

目内用于比对的指标分为护理态度、就医环境、护患

沟通、综合水平，0-100 分为以上指标的比对范围，护

理后最终值稳定在 60 分以上，即可说明护理质量高。

②后续比较中提及的项目为护理满意程度，比较标准：

门诊中沟通无阻碍，患者自主配合度高，则为非常满

意；门诊中沟通难度低，患者经指导后配合度高，则

为满意；门诊中沟通难度高，患者经指导后配合度低，

则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涉及到的组间数据测定方式均参考于

SPSS20.0 标准，（%）与（ x ±s）分别代表比对计数

资料、计量资料，若数据在后续的可用价值高，均表

示为 P＜0.05。 
2 结果 
2.1 分析相关护理评价 
研究组在过程中对相关护理指标预见性防护措施

的落实程度及对患者院内的预后保障性，均高于对照

组，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P＜0.05）。 
2.2 分析满意程度 
研究组在过程中对该项护理措施的选择倾向性及

综合成效评价，均高于对照组，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

（P＜0.05）。 
3 讨论 
发热、咳嗽、咽痛等为甲型 H1N1 流感患者的常

见表现[4]，人与人交流时病毒可通过飞沫传播，附着在

呼吸道中经增殖和发展后即可引发感染，此前甲型

H1N1 流感患者分布全球[5]，经集中干预与控制后有明

显减少趋向。研究内指出，甲型 H1N1 流感有着更长

的潜伏期，通常以 1-7d 为主，部分患者病情在短时间

内发展迅速，处于高温状态[6]，可成为引发严重肺炎、

肺出血等疾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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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析相关护理评价（ x ±s，分） 

组别 护理态度 就医环境 护患沟通 综合水平 

护理前 

研究组（n=30） 52.37±2.35 51.56±2.31 51.74±2.19 51.52±1.33 

对照组（n=30） 52.41±2.33 51.52±2.28 51.78±2.21 51.54±1.23 

t 值 0.066 0.067 0.070 0.060 

p 值 0.947 0.946 0.944 0.952 

护理后 

研究组（n=30） 90.24±3.32 91.28±2.44 90.47±2.65 92.31±2.54 

对照组（n=30） 84.23±2.74 85.25±2.14 84.31±2.47 85.62±2.33 

t 值 7.647 10.176 9.313 10.63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分析满意程度[例/%] 

组别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n=30） 0（0.00） 12（40.00） 18（60.00） 30（100.00） 

对照组（n=30） 5（16.67） 13（43.33） 12（40.00） 25（83.33） 

χ2 值 - - - 5.454 

p 值 - - - 0.019 

 
经现有医疗技术参与研究和分析后，认为甲型

H1N1 流感得到有效治疗后则可在 1-2 周内完全康复，

若期间内出现其他并发症，则康复日期有一定延长[7]。 
工作程序、流程的预设定及相关制度的修订是保

证各项制度落实的关键；重视参与发热门诊工作人员

的岗前培训是质量的保证工作流程及指引的制订使各

项护理工作井然有序。在严格执行国家卫生部有关技

术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结合本院门诊可对甲型 H1N1
流感患者予以专业诊治，轻症患者予以对症治疗，重

症患者予以收治入院，实际情况，制订严格的消毒隔

离及防护制度和工作规程，并认真实施，落实到位。

现阶段门诊护理优化方向是研究内的主要讨论热点，

多项研究表明[8]，常规护理很难提高甲型 H1N1 流感患

者在护理中的配合度。综合护理认为提高护理的全面

性和针对性是解决目前护理问题的关键，合理规范医

疗人员在防控过程中的行为，加强医务人员的知识培

训和防护操作演练；严格遵守分级防护原则，并采取

多种综合措施，预防控制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在人群的

传播和蔓延。检查防控物品准备情况，强化人员的卫

生意识，并对已经有明显症状的患者予以单独监管[9]，

在交流时了解到心理压力来源，从专业角度出发不断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予以干预，提高康复信心。所属数

据表明，研究组在过程中对相关护理指标预见性防护

措施的落实程度及对患者院内的预后保障性，均高于

对照组，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P＜0.05）；研究组在

过程中对该项护理措施的选择倾向性及综合成效评

价，均高于对照组，数据间比较价值较高（P＜0.05）。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指明了门诊护理的优化方向，

对于院内护理质量的提升有显著成效，其推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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