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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高三学生新冠肺炎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刘 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  吉林长春 

【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用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一中高三学生新冠肺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从 2022
年 3 月-2022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吉林省长春市九台一中高三学生新冠肺炎患者内选择 110 例，根据干预方式不同

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55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接受优质护理。记录患者住院期间病毒

转阴时间、住院时间、心理评分、患者满意度和高考成绩等信息，分析评价两种护理方法的效果。结果 优质护

理组患者满意度和患者情绪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优质护理组患者病毒转阴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优质护理组患者高考成绩本科过线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对高三年级新冠肺炎患者等特殊人群实施优质护理，

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情绪以及满意度，可以显著缩短病毒转阴时间。本研究为优质护理在特殊人群中的实施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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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care on the Senior 3 students infected with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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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Senior 3 students infected with 
new crown pneumonia. Methods: 110 Covid-19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from Mar 
2022 to Ap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for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period of virus turning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cores were recorded. The nursing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eriod of virus turning 
negativ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verag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for special groups such as Covid-19 patients in senior 3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mood and satisfaction and shorten the time of virus turning negative and hospitaliz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special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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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自 2020 年爆发以来肆虐全球，目前仍不

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1]。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引起，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2]。感染初期病毒颗粒在

上呼吸道复制并通过飞沫或接触物进行扩散，延到人

体的气管、支气管，最终累及人体的肺泡组织诱发人

体发生肺炎[3]。我国政府和各级医疗机构制定强有力的

防控措施，能够有效控制病毒在国内传播，但仍存在

局部地区病毒爆发的案例。随着病毒的不断进化，其

传播力逐渐增强，然而其致病力却逐渐减弱[4]。科学的

护理方法对于患者的情绪和康复至关重要。本研究分

析优质护理用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一中高三学生新冠

肺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旨在为优质护理在特殊人群

中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患者知情同意，并能够积极配合实

验。②意识清晰，除新冠病毒感染外，无其它基础性

疾病。排除标准：①存在认知障碍导致不能配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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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患者伴有其它严重疾病。根据以上标准收集 2022 年

3 月-2022 年 4 月期间收治于吉林省肝胆病医院的吉林

省长春市九台一中高三学生新冠肺炎患者 110 例，随

机分为两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55 例。实验组年龄在

17-19 周岁，平均为（18 ± 0.6）周岁，其中男性 23 例，

女性 32例。对照组年龄在 17-20周岁，平均为（18 ± 1.3）
周岁，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所有患者均为轻

症，无其它传染性疾病和恶行疾病。对比分析实验组

和对照组患者信息，两组患者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明显

差异（p>0.05）。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接受优质

护理。针对高三考生的优质护理方式包括：（1）心理

干预：本次吉林省疫情在九台一中爆发，造成大量高

三学生感染，吉林省肝胆病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以来首

批收治患者 350 余名，其中大多数为高三学生，少数

为高三学生家长。由于疫情爆发突然，尤其是在高三

学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仅剩不到三个月就是全国高

考时间，因此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承担了较大的

心理压力。护理人员接到患者之后首先进行心理疏导

和情绪安抚，尽量安排环境较好的病房。同时尽可能

安排熟悉的同学或共同患病的家长于同病房内。对于

紧急转移而未带通讯设备的学生，护理人员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学生和家长视频或电话通话，尽最大可能安

抚学生紧张焦虑情绪。（2）住院期间学习管理：对于

转移匆忙而遗漏学习资料的同学，护理人员帮助联系

同学互相借阅。对于电子设备使用不便等问题，护理

人员联系医院后勤部门予以解决。护理人员可根据实

际情况建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分享学生自我心理调

节技巧、趣味知识竞赛、学习经验分享等内容。使得

同学们能在轻松欢乐的环境下完成学习。（3）健康宣

教：护理人员除需要对患者进行常规健康宣教外，还

应对患者进行新冠病毒的预防工作，叮嘱患者勤洗手，

正确佩戴和处理 N95 口罩，学习抗原自测试剂条使用

方法，注意个人卫生。护理人员叮嘱患者不得随意走

动，不得离开病房，非必要不与他人接触，如接触必

须保证佩戴 N95 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护理人员需随

时关注高三学生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叮嘱学生按时休

息并保证规律饮食和营养摄入。（4）出院教育：对于

已多日未见体温升高，一周之内连续测定新冠病毒

RNA 均为阴性的患者，经医生诊断符合出院标准可以

办理出院。针对有些同学家长并未痊愈仍然住院的情

况，护理人员应及时与上级沟通，适当延缓出院时间，

保证同学与家长同时出院。叮嘱同学回家后注意病毒

防护和个人卫生，积极参与社区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

工作。放松心态，努力备考。（5）出院后随访：留存

入组患者联系方式，每 2-3 周询问患者身体状态和学

习情况，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询问高考成绩并进行统

计分析。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自拟护理满意

度调查问卷，根据得分可以将其评价分为非常满意

（>80 分）、满意（60-79 分）以及不满意（<60 分），

最终统计总满意度。 
对比两组不良情绪，采用 SAS、SDS 量表对比分

析。 
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期间体温>38.4 度高烧次数、新

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总住院时间。 
出院后随访患者高考成绩，并对比两组之间差异。 
1.4 统计和分析 
对以上数据使用组间 t 检验进行分析，p<0.05，则

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患者情绪 
实验组 SAS 评分为（16.2±3.9）分，SDS 评分为

（15.2±4.2）分。对照组 SAS 评分（30.2±6.9）分，

SDS 评分为（32.6±6.3）分。SAS 和 SDS 评分越高代

表负面情绪越严重，两组数据对比 p<0.05。说明实验

组患者情绪明显好于对照组。 
2.2 护理满意度调查 
实验组非常满意为 50 例，满意为 4 例，不满意为

1 例，满意度为 98.2%。对照组非常满意为 45 例，满

意为 4 例，不满意为 6 例，满意度为 89.1%，两组数

据对比 p<0.05。 
2.3 患者新冠病毒转阴时间和出院时间 
实验组患者新冠病毒转阴时间为（11.4±2.9）天，

对照组患者新冠病毒转阴时间为（14.2±3.8）天，两

组数据对比 p<0.05。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19.2
±3.2）天，对照组患者新冠病毒转阴时间为（20.6±
2.9）天，两组数据对比 p>0.05。 

2.4 患者康复后高考成绩分析 
收集到实验组患者高考成绩 36 份，对照组高考成

绩 30 份，实验组患者高考最高分 586 分，平均分为

（489.4±81.6）；对照组患者高考最高分 602 分，平

均分为（475.4±45.2），两组数据对比 p>0.05，无统

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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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本科分数线以上为 28 人，本科上线率

为 77.8%；对照组患者本科分数线以上为 20 人，本科

上线率为 66.7%。实验组患者本科上线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3 讨论 
新冠肺炎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对于全球人类健康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5]。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变异周期短，目前还没有有效

的疫苗对其进行预防，因此无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

员都应该进行严格的隔离防控措施[6]。医护人员在对新

冠肺炎患者进行治疗时，不仅要时刻关注患者的身体

状况，还应严格注意病毒防护，保证自身不被感染，

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护理。 
随着病毒的不断进化，其传播力逐渐增强，然而

其致病力却相对减弱。科学的护理方法对于患者的情

绪和康复至关重要[7]。基于心理干预的优质护理对于特

殊人群的照护可以得到优质的临床效果[8]。高三学生的

学习和高考压力非常大，尤其对高考仅剩三个月时间

感染新冠肺炎的学生和家长的影响尤为关键。本研究

分析优质护理用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一中高三学生新

冠肺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优质护理组

患者满意度和患者情绪明显优于对照组，优质护理组

患者病毒转阴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优质护理对于考

生的高考成绩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患者样本量

有限，并且干预时间较短，还不能明确二者的因果关

系。 
因此，给予新冠肺炎特殊人群护理干预，通过使

用恰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关注，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由

于疾病存在的不良情绪以及心理压力。本研究为优质

护理在特殊人群中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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