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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结核病护理中的效果 

廖媛媛 

湖北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荆州 

【摘要】目的 探讨结核病患者护理时，应用人性化护理服务的效果。方法 纳入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

于我院进行护理干预的结核病患者 72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和实验组（人

性化护理）各 36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和干预后护理质量各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结核病实施临床护理时使用人性化护理服务干预能够显著提

高患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对优化护理质量也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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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service applied in tuberculosis nursing 

Yuanyuan Liao 

Hubei Ji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Jingzhou,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umanistic nursing service in the nursing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who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were 
includ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Randomly divide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humanized nursing) with 36 cases each,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post intervention nursing quality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humanistic nursing service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tuberculos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optimizing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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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

病，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可以影响人体的多个器官，最

常见于肺部。由于其传播方式主要为通过空气传播，人

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感染源[1]。它的症状也往往比

较温和，容易被人忽视。 
这使得结核病在人群中悄然传播，而未被及时发

现和治疗。患上结核病后，患者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

发热、盗汗、体重减轻等[2]。如果结核病不及时治疗，

这些症状可能会加重，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肺脓肿、

气胸、心脏病等[3]。由于患者患病病程较长，因此需要

接受专业护理干预。近年来，人性化护理在结核病患者

临床护理中展现出了较高的优势[4]。本研究中，即对人

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结核病护理中的效果进行探讨，

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于我院进行护理干

预的结核病患者 72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方式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6 例。 
对照组含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年龄 28~72 岁，

平均（52.21±3.85）岁；病程 1~5 个月，平均（1.51±
0.55）个月。实验组含男性 19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8~70 岁，平均（52.01±2.94）岁；病程 2~5 个月，平

均（1.71±0.26）个月。两组基线资料差异无意义（P＞
0.05）。同时患者和我院伦理委员会均对研究知情并同

意。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即药物指导、饮食护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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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宣教等。 
实验组使用人性化护理，措施包含： 
①心理干预：护理人员需要热情接待患者，主动介

绍自己及医院环境，使患者感受到关爱和温暖。由于结

核病的病程较长，患者可能会存在焦虑等不良心理状

态。护理人员需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了解其心理状

态，给予关心和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可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结核病相关知识，包括传播

途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等，提高患者及家属对疾病

的认知水平，减少恐慌和焦虑情绪。日常对患者进行放

松训练、深呼吸等心理调节方法的指导，缓解患者的紧

张情绪，保持心情愉悦。 
②用药干预：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治疗药物的

种类、作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等，确保患者按时、

按量、正确用药。若患者年龄较大或忘性较大，即将用

药方式和注意事项通过便签等方式放在患者能够看见

的地方。在患者用药期间，定期检查患者的用药情况，

了解患者是否按时服药，是否存在自行更改药物剂量

或停药的情况，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如过患者出

现对药物存在不良反应，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处理。 
③健康指导：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饮

食方案，保证其营养均衡，增强机体抵抗力。为患者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其充足的睡眠。在需要就寝的时

候提醒患者休息，将病房的灯光调低，为患者营造良好

睡眠环境。根据患者身体状况进行适当的运动指导，如

散步、太极拳等，增强其体质。并劝导患者戒烟限酒，避

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 
④人性化护理交流：用亲切、温暖的语言与患者交

流，避免使用医学术语，以便患者更好地理解护理内

容。通过微笑、眼神、触摸等方式传递关爱与温暖，增

强患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尊重患者的隐私权，不泄露

患者的个人信息和病情，为患者创造一个安全、私密的

治疗环境。 
⑤出院指导：详细告知患者出院流程及注意事项，

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确保患者顺利出院。叮嘱患者按时

到医院复查，以便及时了解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向患

者及家属介绍预防结核病复发的方法和措施，如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等。 
1.3 观察指标 
（1）由患者对本次护理满意度进行评分，评分维

度包含用药服务、健康指导、心理护理、生活护理和医

护人员态度五项。 
（2）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的护理质量评分。 
（3）对比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情况，

评分维度包含社会功能、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物质生

活四项，分数越高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分析软件为 SPSS20.0。研究中数据

均为计量资料，均使用 t 和“ sx ± ”表示，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各指标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显著（P＜0.05），如表 1： 
2.2 干预前后护理质量对比 
数据显示，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质量评分

为（79.10±4.74）、（80.01±4.11）分。经分析，t=0.870，
P=0.387；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质量评分为

（94.34±3.59）、（88.39±2.86）分。经分析，t=7.778，
P=0.001。干预前两组护理质量差异无意义，干预后实

验组护理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对比显著（P＜
0.05）。 

2.3 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各指标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对比显著（P＜0.05），如表 2： 
3 讨论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

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结核病患者常常会出现咳

嗽、咳痰、低热、盗汗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

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危及生命[5]。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sx ± ） 

满意度指标 实验组（分，n=36） 对照组（分，n=36） t P 

用药服务 4.66±0.11 3.34±0.23 31.065 0.001 

健康指导 4.42±0.07 3.57±0.08 47.977 0.001 

心理护理 4.49±0.34 3.41±0.17 17.047 0.001 

生活护理 4.22±0.26 3.39±0.15 16.591 0.001 

医护人员态度 4.32±0.33 3.49±0.19 13.07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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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生活质量指标 实验组（分，n=36） 对照组（分，n=36） t P 

社会功能 61.13±4.72 45.21±4.24 15.055 0.001 

生理功能 63.24±4.60 47.11±5.42 13.614 0.001 

心理功能 61.51±4.72 43.11±4.22 17.4437 0.001 

物质生活 61.91±4.81 48.10±4.25 12.909 0.001 

 
因此，对于结核病患者来说，除了接受专业的治疗

外，还需要得到良好的护理。近年来，人性化护理干预

方式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对结核病患者的

临床护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6]。 
人性化护理服务是指在护理过程中，充分考虑患

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7]。对于结核病患者而言，人性化护理服

务旨在满足患者的身心需求，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的康复。由于结核病是一种慢性

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

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对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

响[8]。人性化护理服务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通过心理

疏导、人性化护理交流等方式，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疾

病观，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人性化护理服

务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通过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满足患者的期望，从而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人

性化护理服务也有助于增强护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护士的工作积极性[9]。此外，人性化护理服务的实

施，有助于提高护士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意识，从而提高

护理质量。在人性化护理模式下，护士需要不断学习和

掌握新知识、新技术，以满足患者的需求。护士也会根

据患者的反馈和意见，不断改进护理工作，从而提高护

理质量[10]。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服务在结核病患者的临床

护理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对护理的满意度，同时提高护理质量，具有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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