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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对呼吸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吴娟娟，黄亚梅* 

陕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对呼吸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方法 从我院在 2021 年 4 月~2022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呼吸衰竭患者中，随机选取 76 例进行研究，以不同的护理方法将患者分组，38 例患者为对

照组，行常规化护理服务，38 例患者为观察组，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并发症等情况

展开分析，对比两组护理的差异。结果 通过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社会功能、活力、躯体疼痛

与生理职能评分，相比于对照组患者要明显更优，（P＜0.05）；统计两组患者发生的胃胀气、鼻眼干涩及吸入

性肺炎发生率，显著观察组更低，（P＜0.05）。结论 对于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临床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

的效果最为理想，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改善作用，利于降低其并发症发生风险，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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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umanized quality care servi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September 2022, 76 ca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study,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38 patient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nursing service, 38 patients were used as observation group with 
humanized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nur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y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2 groups, 
social function, vitality, physical pain and physical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incidence of flatulence, dryness and aspiration pneumon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For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is the most ideal effect,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help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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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当患者在

静息状态下，无法正常的完成气体交换，导致患者缺

氧，发生高碳酸血症等，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质量，

故而临床治疗期间，避免患者的器官衰竭猝死[1]，对患

者的护理干预十分关键。基于此，本文选取本院近年

收治的 76 例呼吸衰竭患者用于研究，展开人性化护理

服务对其生活质量影响的调查，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我院在 2021 年 4 月~2022 年 9 月期间，收治

的呼吸衰竭患者，随机选取 76 例进行研究，以不同的

护理方法将患者分组，38 例患者为对照组，行常规化

护理服务，男患者有 20 例、女患者有 18 例，年龄在

53 岁~76 岁，平均（65.28±3.81）岁，病程有 1 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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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6.39±1.28）个月；38 例患者为观察组，应

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男、女患者各有 19 例，年龄

在 52 岁~77 岁，平均（66.51±3.54）岁，病程 2 年~11
年，平均（6.18±1.82）个月。两组患者均符合呼吸衰

竭的诊断标准，且对研究全部知情自愿参与；医院伦

理委员会进行批准。2 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进行统计

学分析，差异不具有意义，可以比较，（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行常规化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对患者

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讲解，指导其正确服药等[2]。 
（2）观察组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 
①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调整其较为舒

适的体位，并为患者介绍医院的环境、相关制度，告

知有关的注意事项，同时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耐

心的解答，做好疾病的健康宣教，消除患者的疑问[3]。 
②护理人员需与患者积极的交流，了解其心理状

态，针对不良情绪及时的疏导，避免患者的情绪波动

过大影响治疗效果，同时利用治疗成功案例，引导患

者正确的看待病情，以便主动配合临床工作。 
③护理人员可定期开展健康讲座，组织患者之间

的交流，促使其相互分享治疗的心得，互相鼓励来提

升康复的信心，同时帮助患者更为全面的了解疾病知

识，做好疾病的预防[4]。 
④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巡视，尤其是夜间监

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病情变化，一旦发现异常，如患

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要观察其呼吸频率与深

度等，给予雾化吸入、拍背与翻身等处理，且第一时

间通知医生给予患者及时的抢救[5]。 
⑤护理人员可利用吸引器，帮助患者吸痰，并清

理好其口鼻分泌物，始终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若

吸氧前，还要检查好仪器设备的运行状态，确保为患

者提供充足氧气，妥善的固定呼吸面罩，避免发生漏

气情况，若患者为鼻罩吸氧，需指导其正确的鼻呼吸，

预防胃胀气[6]。 
⑥护理人员可引导患者形成健康生活习惯，日常

饮食以清淡、营养食物为主，并保持良好的睡眠与规

律的作息，且根据病情恢复情况，鼓励患者适当的运

动。⑦护理人员要注重舒适环境的营造，把控好病房

内温度与湿度，定期更换床单被褥等，定时通风，尽

可能控制室内人员流动[7]。 
1.3 观察指标 
（1）运用 SF-36 量表[8]评估两组患者的社会功

能、活力、躯体疼痛与生理职能，各项评分均为 100
分，患者生活质量与分值呈正比。 

（2）观察与记录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包括胃胀

气、鼻眼干涩及吸入性肺炎。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研究数据，运用 SPSS20.0 软件展开分析，

（ sx ± ）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组间对比，（n，%）

表示计数资料，χ2 检验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通过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社会

功能评分（89.98±5.72）分、活力评分（86.27±5.88）
分、躯体疼痛评分（82.16±3.97）分与生理职能评分

（83.32±4.05）分，相比于对照组患者社会功能评分

（71.96±7.27）分、活力评分（69.37±6.87）分、躯

体疼痛评分（73.87±5.71）分与生理职能评分（70.69
±5.82）分要明显更优，（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并发症 
统计两组患者发生的胃胀气、鼻眼干涩及吸入性

肺炎发生率，观察组为 5.26%，对照组为 21.05%，相

比显著观察组更低，（P＜0.05）；见表 2。 
3 讨论 
由于呼吸衰竭可能与肺组织病变、呼吸道病变、

肺部疾病等多种因素相关，当患者发病后，会出现发

绀、呼吸困难等症状，易于诱发一系列的综合征，特

别是呼吸衰竭所产生的窒息感，会引起患者的应激反

应，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乃至威胁其生命安全，所

以为了保障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良好的护理措施配合

尤为关键，以便改善患者的预后[9]。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n） 社会功能 活力 躯体疼痛 生理职能 

观察组（n） 38 89.98±5.72 86.27±5.88 82.16±3.97 83.32±4.05 

对照组（n） 38 71.96±7.27 69.37±6.87 73.87±5.71 70.69±5.82 

t 值  5.546 4.896 7.618 11.428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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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n） 胃胀气 鼻眼干涩 吸入性肺炎 发生率 

观察组（n） 38 1（2.63） 1（2.63） 0 2（5.26） 

对照组（n） 38 3（7.89） 4（10.53） 1（2.63） 8（21.05） 

χ2 值     4.028 

p 值     <0.05 

 
通常临床行常规化护理服务，但仅仅关注患者的

病情结果，缺乏对患者的心理、生活等方面的照护，

尤其是在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下，对临床护理服

务更加的重视，追求护理的人性化与科学化，显然常

规化护理服务已然不适用于临床护理工作。 
然而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型护

理模式，将人性化护理与优质护理充分的融合，真正

意义上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目的，可根据患者的

个体情况，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尽可能满足

患者的心理、生理及社会等方面需求，同时护理人员

从患者角度出发，让患者感受到足够的关怀与温暖，

强化患者的就医感受，利于患者更为积极、主动配合

临床工作[10]。基于此，为了进一步证实其护理价值，

本文根据我院在 2021 年 4 月~2022 年 9 月期间，收治

的呼吸衰竭患者，随机选取 76 例进行研究，以不同的

护理方法将患者分组，38 例患者为对照组，行常规化

护理服务，38 例患者为观察组，应用人性化优质护理

服务展开调查。文中数据可见：通过评估 2 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评分，观察组社会功能评分（89.98±5.72）分、

活力评分（86.27±5.88）分、躯体疼痛评分（82.16±3.97）
分与生理职能评分（83.32±4.05）分，相比于对照组患

者 社 会 功 能 评 分 （ 71.96±7.27 ） 分 、 活 力 评 分

（69.37±6.87）分、躯体疼痛评分（73.87±5.71）分与

生理职能评分（70.69±5.82）分要明显更优，（P＜0.05），
数据说明对患者实施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兼顾患者

的心理、生理、社会与情感等多个方面，以便从全方

位对患者进行护理指导，有效的提高其生活质量，比

如护理人员针对患者产生的负面心理情绪加以疏导，

避免患者的情绪波动过大影响治疗效果，同时利用治

疗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建立其康复的信心，以及耐心

的解答患者提出的疑问，最大程度满足患者提出的护

理需求，这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调节起到积极的影响，

以及护理人员对患者的有效吸痰操作、睡眠环境的营

造及饮食的干预等等，来增强患者的舒适感，但常规

化护理服务，缺乏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心理的关注，

故而观察组患者的生理职能评分要比对照组患者较

高；统计两组患者发生的胃胀气、鼻眼干涩及吸入性

肺炎发生率，观察组为 5.26%，对照组为 21.05%，相

比显著观察组更低，（P＜0.05），由此可知，人性化

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对患者的并发症起到积极的预

防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临床应用

人性化优质护理服务可明显改善其生活质量，有效的

预防患者的一系列并发症，值得在临床护理上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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