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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属于常见呼吸系统疾病与感染性疾病， 但会
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1]。临床有研究[2]指出，呼吸道感
染发生后需在第一时间采用有效手段进行干预， 才能迅速缓
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改善患者的预后效果， 避免并发症的发
生。 但想要保证治疗效果，还需配合高质量护理干预。 常规护
理已经无法满足呼吸道感染患者的基本护理需求， 所以改进
现有护理方案势在必行。 持续质量改进方法近年来在护理领
域广泛应用，可形成良性循环，持续发现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持续解决这些问题，提升护理质量。 基于此，本院针对呼吸系
统感染展开了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19年 7月至 2020年 11月， 抽取医院收治的 110例呼

吸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奇偶数法分组，对照组与观察
组分别有 55例患者。 观察组男 30例、女 25例;年龄 19~79岁
(49.37±8.79)岁;病程 3~20d(11.67±6.57)d。 对照组男 29例、
女 26 例;年龄 20~79 岁(49.59±8.84)岁;病程 3~19d(11.41±
6.50)d。 两组资料比较无差异(P ＞0.05)。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方法)：在患者治疗期间，做好患者的症

状观察与病情观察，积极结合病情变化，上报主治医师，遵医
嘱调节治疗方案。 用时指导患者充分休息，科学饮食，不断提
升患者的营养状态，强化患者的身体机能，促进患者康复。

观察组(持续质量改进方法)：第一，明确感染管理标准，
医院感染控制科与护理部必须结合呼吸道感染现状以及原卫
生部颁发的相关标准与文件，明确感染诊断标准、感染管理标
准以及感染护理标准。护士长结合相关标准，组织护士依次进
行护理技术培训，不断强化护士的护理操作能力。 第二，明确
感染发生原因，护理部必须明确科室的院内感染发生情况，护
士与院内感染发生的相关性，组织护士进行系统规范的学习，
不断强化护士的感染预防意识与感染应对意识， 促使护士不
断加强自己的手卫生、 无菌操作技术以及医疗废物处理等执
行情况。 护士长随机或定时抽查，并将抽查结果记录在册，定
时(每月或每季)反馈一次。同时，双手卫生不合格或是无菌技
术不过关护士，需再次进行感染知识教育与护理技术培训，促
使护士纠正其行为。 第三，强化护士的护理意识，护士的护理
意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与康复情况。 护理部需
明确这一点，定时组织护士参与护理培训，护理培训内容是呼
吸道感染护理知识。护理培训之前定时召开护理会议，让护士
结合呼吸道感染患者的临床表现，护理中发生的问题，分析现
有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譬如患者因疾病导致情绪不佳，继
而影响患者与护士的正常交流，部分患者呼吸道存在分泌物，
但咳痰无力，无法顺利排出呼吸道中的分泌物等等。结合护理
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查询相关文件，学习各种先进护理技术，
不断改进现有呼吸道疾病护理工作。

1.3观察指标
(1)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有中耳炎、支气管炎、鼻窦炎与

肺炎。
(2)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调查问卷获取，结合调查

结果将患者纳入三个选项。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并发症(中耳炎、支气管炎、鼻窦炎与肺炎)发生率

3.64%小于对照组 16.36%(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2.2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8.18%大于对照组 78.18%(P ＜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3 讨论
呼吸道感染患者发病率，存在发烧、腹泻、恶心呕吐以及

情绪烦躁等多种临床症状，病情严重患者甚至会发生惊厥。 这
些症状均对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 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所
以，多数患者就诊时，不仅存在明显的生理不适，而且存在明
显的心理不适。 临床单纯地实施对症治疗与常规护理，并不能
全面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水平， 无法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
情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持续质量改进方法主张在现有护理
干预基础上，明确呼吸道感染患者的实际护理需求，基于常规
护理进行护理改革与护理创新， 探寻患者护理需求的满足方
法，积极学习其他学者的先进护理理念与护理技术，解决患者
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护士定时在会议上反馈呼吸道感染疾病
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可持续提升临床护理效
果，不断改进现有护理质量[3]。

综上可知， 在呼吸道疾病护理工作中实施持续质量改进
方法，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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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观察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在呼吸道感染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9年 7月至 2020年 11月，抽取医院收
治的 110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奇偶数法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方法、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对比
两组效果。 结果：观察组并发症(中耳炎、支气管炎、鼻窦炎与肺炎)发生率 3.64%小于对照组 16.36%(P ＜0.05)。 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 98.18%大于对照组 78.18%(P ＜0.05)。 结论：在呼吸道感染护理中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可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提升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效果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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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中耳炎 支气管炎 鼻窦炎 肺炎 合计

观察组 55 1 1 0 0 2（3.64％）

对照组 55 3 3 2 1 9（16.36％）

χ2值 5.9883
P 值 0.01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5 35 19 1 54（98.18％）

对照组 55 20 23 12 43（78.18％）

χ2值 10.1273

P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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