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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应用在新冠肺炎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从国爱 

泾县医院  安徽宣城 

【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新冠肺炎患者内选择 120 例，根据干预形式分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

接受优质护理，对比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情绪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新冠肺炎患者收拾优质护理，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情绪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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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ovid-19 nursing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care 

Guoai Cong 

Jingxian hospital, Anhui Xuanche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new crown 
pneumonia. Methods: 120 covid-19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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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sing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emo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vid-19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mood and satisfaction with new crown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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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每个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细胞，可

以生成成千上万个新的病毒颗粒，这些病毒颗粒逐渐

蔓延到人体的气管、支气管，最终累计人体的肺泡组

织诱发人体发生肺炎，这些因素都增加大家患有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能性[1-2]。随着疫情的发展，部分人

群感染的疾病症状逐渐严重，需要进行相关的护理、

治疗以及防护措施[3-4]。此外，医院内各个部门的相关

人员在进行防治措施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展开一系列

高效的护理管理工作，从而保证医院内的护理工作可

以顺利开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新冠肺炎

患者内选择 120 例，根据干预形式分组，即实验组与

对照组，各 60 例。实验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为

（43.91±1.23）周岁，男 30，女 30，心脏疾病为 20

例，肺部病变 10 例，脑部病变 30 例。对照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为（43.92±1.21）周岁，男 31，女

29，心脏疾病为 21 例，肺部病变 9 例，脑部病变 30
例。对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分析后，P＞0.05，具有

可比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纳入标准：

（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意识清醒可以配

合实验。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障碍。（2）昏迷。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接受优质护理：（1）

心理干预：在患者入住普通病房的时候，护理人员需

要测量患者的体温情况，并充分了解患者是否出现发

热、乏力、咳嗽等相关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并详细询

问患者的居住历史以及停留历史等信息。护理人员还

需要充分了解患者是否与湖北人员密切接触、是否接

触过确诊患者等。若通过筛查询问发现患者并不存在

上述情况，则可以将患者安置在普通的病房内。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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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上述任意一项内容时，护理人员需要立即通知

医生，针对部分发热的患者就地隔离，并协助医生对

患者完成相关的临床检查，必要情况下可以将患者转

移至隔离病房内。若该医院并不具有救治能力时，则

需要将确诊、疑似的患者转移到定点医疗机构内接受

相关的治疗。（2）住院期间体温以及症状监测：对于

已经住院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每天定时测量患者的体

温、体征以及呼吸道症状，当发现发热患者的体温高

于 37.3℃的时候，护理人员需要使用性能良好的水银

体温计再次测量患者的体温。若使用水银体温计测量

患者的体温依旧高于 37.3℃的时候，需要详细询问患

者的流行病学史，并对发热的患者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若医院条件允许时，则需要

将患者转移至隔离病房展开后续的治疗。（3）健康宣

教：医护人员除了需要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健康宣教之

外，还需要对患者积极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护

知识内容，并指导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正确佩戴口罩，

并做好一系列的个人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需要叮嘱患

者不可以随意到其他的病室，也尽量不要离开病室，

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并保持安全的距离。此外，医护

人员需要叮嘱患者将废弃的口罩放置到指定的位置，

并积极展开自我检测相关措施，一旦自己发生不适症

状时，需要及时通知医护人员。（4）转运处理：针对

部分已经确诊或者高度疑似的患者，且患者需要转移

科室或者转院的时候，需要通知接诊的科室以及医院

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并及时通知安保人员清理转运

路线。在进行患者转运的时候，全部人员都需要做好

标准预防措施，并为患者佩戴医用外口罩，由医护人

员陪同患者转移到接诊科室内。转诊的患者以及人员

需要从专用的转运通道进入到指定的地点或者科室，

从而减少院内交叉感染的发生。在患者完成转运之后，

相关人员需要对担架、床单位以及相关措施做好终末

消毒处理。医护人员在手术治疗的过程中，还需要注

意至少配备两套的负压吸引装置，在患者进入手术室

之后，立即在患者的头面部位放置负压吸引管装置，

减少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在手术室内扩散。对于在手

术室内工作的医护人员，需要加强医护人员的岗前培

训内容，培训内容中主要包括新型病毒肺炎的知识内

容以及个人防护内容，特别是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流

程演习，必须要求每个医护人员都合格过关。医护人

员经过岗前培训工作之后，需要熟练掌握穿戴防护服

以及护目镜的流程、脱掉防护设备的内容，避免由于

错误的脱下带有病菌的防护设备，而感染上新型冠状

病毒。在医生确定患者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之后，麻醉

科室、手术室以及病室都需要进行详细的沟通，便于

工作人员可以充分掌握患者的实际情况，避免手术过

程中发生意外的可能性。（5）预防传染：疫情救治中

很多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主要因为防护未能做到位加上

物资准备不够，这也为后续的疫情防控敲响了预防的

警钟。作为最先接触感染体的护理人员需要时刻对周

围环境保持警惕，疾病的不明发生可能和传染病相关，

要先梳理疾病发生的预警信号，通过各项指标分析疾

病发展形势，预警危机并提醒所有人员做好防护。调

整就诊流程，锁紧出入口等级测温。检查工作人员防

护是否到位。让社会大众认识新冠肺炎的危急性，控

制传染源减少病毒传递感染。成立管理小组组建疾病

处理方案，领导者负责调配工作、指挥、督导，按照

工作职责不同分出更多小组。快速协调科室和病房装

设组建一支应急护理工作团队然后配合其他小组划分

出新冠肺炎感染久救治区域，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开始

护理救治服务。制定新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保证

无菌操作、医疗废物清理、隔离区管理、护理梯队等

管理工作高质量进行且按照管理规定规范行为。各种

物资准备齐全，在使用中不浪费、不损坏以免医护人

员感染，物资储备的日常管理也要做好，确定一次性

物品供应充足。第三，危机爆发期。（6）通气护理：

通气护理作为肺保护的关键措施，其主要的工作原理

就是让患者的同期血流可以获得显著的改善，以此纠

正患者存在的的低氧血症，修复患者发生萎缩的肺泡

组织，显著降低患者出现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可能性。

医护还需评估患者的俯卧位通气情况，对患者的神志、

配合程度等进行分析，评估患者的管道情况，将患者

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患者俯卧位通气期间应左

右侧交替翻身，定时变换受压部位。为防止局部长期

受压，应每 1～2 h 变换枕头位置。医护人员要共同努

力，动态评估，在患者病情允许，氧合改善的情况下，

及时改为仰卧位，减少受压部位皮肤血液循环由于长

时间俯卧位造成的影响。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自拟评分调查问卷，

根据调查问卷的分数可以将其分成非常满意、满意以

及不满意，最终统计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标准：分数

在 80 以上。满意标准：分数在 79-60 分。不满意标准：

分数低于 60 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满意）/总人

数*100%。 
对比两组不良情绪，采用 SAS、SDS 量表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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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

（n/%）表示，x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准

差（x±s）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满意度 
实验组非常满意为 50 例，满意为 9 例，不满意为

1 例，满意度为 98.33%。对照组非常满意为 45 例，满

意为 6 例，不满意为 9 例，满意度为 85%。对比 χ2为

6.9818，P＜0.05。 
2.2 负性情绪 
实验组 SAS 评分为（13.81±2.67）分，SDS 评分

为（12.94±3.09）分。对照组 SAS 评分 为（25.39±5.04）
分，SDS 评分为（26.32±4.93）分。对比 T 为 15.7267、
17.8128，P＜0.05。 

3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该传染病的传播速度比较广泛，且传染性比较强，

目前没有特效的疫苗以及药物进行治疗，不管是患者、

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都需要采取隔离以及防护措施
[5-6]。与此同时，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也进入

医院进行治疗，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进行护理操作的同

时，不仅需要使用熟练的护理技术帮助患者恢复康复，

还需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从而为患者展开更好的疾病

护理[7-8]。 
综上所述，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时间

较长，再加上患者长期卧床缺乏活动锻炼，不仅容易

导致患者出现压疮、下肢静脉血栓、肌肉萎缩、体位

性低血压等不良并发症，也会加重患者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功能障碍程度，不利于患者的恢复以及预后。因

此，给予新冠肺炎患者护理干预，通过使用恰当的肺

康复训练手段，可以帮助患者预防并发症的出现，显

著提高患者的心肺功能恢复情况，并缓解患者由于疾

病存在的不良情绪以及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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