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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服务应用于呼吸与危重症科护理工作中的效果观察 

王 影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徐州 

【摘要】目的 本文宗旨在于呼吸与危重症科护理工作的应用，并探讨实施人性化服务在该科室的效果

观察。方法 此次的临床科研考察对象，均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接受

治疗的病患，合计 120 例，按护理措施将病患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干预，观察组实施人性化服务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综合疗效、心理健康状况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经
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综合疗效、心理健康状态及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

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呼吸与危重症科患者实施针对有效的人性化服务护理干预，

可有效提高临床有效率，同时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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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service applied to nursing work in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Ying Wang 

Xuzhou Mining Group General Hospital Xuzhou,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pply the nursing work in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and to discuss the effect observation of implementing humanized service in this department.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clinical research study were all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October 2021, with a total of 120 case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nursing measures. Observation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umanized 
servic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curative effect,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wo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comprehensive curative effect,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effective 
humanized servic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linical efficiency, improve pati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recommendation. 

【Keywords】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Nursing work; Humanized service; Effect observation 
 
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性化的理念被人

们逐渐接受，且应用于医疗服务中，人性化服务主

要是指以患者为根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体现一

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1-2]。医疗服务

是针对患者的一种治疗及护理服务，所以要满足患

者的合理需求，人性化的医护工作体现了医疗机构

对于患者的重视程度，一切从患者和家属的角度出

发，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保证患者治疗与护理的

舒适度，促进患者逐渐康复。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

发展，各医院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能否开展人性

化的护理就成为了各医院竞争的资本与指标之一，

良好的护理不仅仅体现在常规护理，患者的生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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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还体现在关注患者的心理，改善患者的

状态，进而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本次研究选取我

院治疗的 120 位患者为案例，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和

人性化护理，并进行对比，探讨最适合的护理方式，

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的临床科研考察对象，均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病患，合计 120
例，按护理措施将病患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45.26±4.36）岁，

男女比例 30:30，治疗组患者平均年龄（46.25±3.12）
岁，男女比例 31:29，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本次研究可行。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内容包括健康

宣教、饮食护理、遵医嘱给药及体位护理等。观察

组实施人性化护理服务，主要方法如下。 
①提升医护人员素质，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想扩大医院的市场，就要弘扬人文精神，以患者

为根本，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技能，

提升护理工作的水平，增强护理人员的人性化服务

观念和意识，将人性化理念内化为护理人员的思想

认识，做到一流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和家属放心[3,4]； 
②打造人性化的住院环境：医院治疗环境与护

理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科室患者的康复效果，因此，

要营造优质的住院及护理环境。呼吸系统的疾病一

般病程较长，患者病情容易反复，很多患者精神紧

张，情绪焦躁，部分患者在治疗期间不是特别配合，

导致护理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的难度。采取有效的措

施，建立人性化的护理环境，可以减轻患者的紧张

情绪，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关爱，患者会

更愿意配合治疗。护理人员要及时向患者讲解疾病

的有关知识，帮助患者树立信心。针对病情严重的

患者要加强关怀，减轻患者的担忧[5,6]。护患沟通时

要注意场合，要及时征求患者及家属的意见，患者

出院时要做好出院指导。 
③心理护理：患者因病情原因，心理上会因病

情和自身经济产生较大压力，进而影响病情，因此

则需要护理人员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内

心疑虑，并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讲解与病情有关

的常识及日常注意事项，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增强治愈的自信心，为患者排解压力； 
④采取人性化的沟通技巧，建立和谐的护患关

系。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要建立和谐的关系，通

过问候、关爱使患者感受到医院的热情，这是药物

不能代替的。医护人员在与呼吸与危重症科患者沟

通时要语气温柔，语言得体，从患者角度出发，及

时询问患者的感受。护理人员要了解患者的家庭情

况和生活习惯，方便开展因人而异的护理工作[7,8]。

医院要定期针对护理人员开展培训，针对病区医生、

护士、护工、保洁员加强管理。根据人性化护理模

式，制定考核标准，包括礼仪培训，规范语言、手

势、动作等； 
⑤病情护理：患者在入院后，要密切关注患者

的病情有无加重，观察患者在咳嗽期间的咳痰情况

以及痰颜色和日常咳痰量，并采集咳痰标本进行化

验；为患者讲解正确排痰的方法以及帮助患者拍背

咳痰，告知患者及家属在咳痰时手要并拢呈碗状，

自下而上拍背，由外到内，每日餐前排痰 3 次，每

次 15min 左右；若痰液过于粘稠，则需要结合医生

开的雾化配方联合雾化治疗，每次雾化时间 15min，
每天 2 次，在雾化结束后，可进行排痰操作，嘱托

患者及家属每日饮水量不得低于 1500ml[9,10]。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综合疗效、心理健康状况

及护理满意度。心理健康状态评分主要为人际关系

评分、抑郁评分、焦虑评分、恐惧评分、强迫症评

分、偏执评分、精神病性评分、躯体化障碍评分、

敌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态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X2 检验；计量（x±s），

t 检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

处理，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化组患者综合疗效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的住

院时间为 14.24±1.46 天，并发症为 8 人，占比例

13.3%，临床总有效人数为 51 人，占比例 85%，观

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为 10.45±2.11 天，并发症为 1
人，占比例 1.6%，临床总有效人数为 59 人，占比

例 98.3%，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同继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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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评分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的心

理健康状态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评分[n（x±s）] 

组别 例数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恐惧 强迫症 躯体化障碍 
对照组 60 20.31±2.36 18.12±3.45 22.43±2.57 14.35±2.66 18.17±2.12 18.43±2.32 
观察组 60 16.57±1.51 15.33±2.06 15.44±2.31 10.19±2.14 15.33±1.21 14.12±1.23 

 
2.3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经过两种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非常

满意为 38 例，满意为 16 例，不满意为 9 例，总满

意度为 85%，观察组患者非常满意为 51 例，满意为

8 例，不满意为 1 例，总满意度为 98.33%，组间数

据统计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

对于医疗条件的重视感越来越强，而人性化优质服

务逐渐被广泛应用，同时其优质的服务也备受患者

及家属的青睐和认同，是目前每位护理人员所必须

掌握的一项技能[11,12]。其中为患者创造良好的病房

环境，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每日开窗通风，

清洁消毒，保持室内干燥，另外，护理人员通过对

患者及家属讲解关于病情的认知以及宣传健康教

育，均是人性化护理服务中的主要特点[13]。此外，

护理人员还应熟练掌握沟通技巧，在与患者进行沟

通时，可通过高品质的语言来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

效果及护理满意度[14]。 
综上所述，对呼吸与危重症科患者实施针对有

效的人性化护理服务，可有效提高临床有效率，同

时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

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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