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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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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护理体会，对参验人群进行分析汇总，总结治疗措施及流程。方法：选取我院
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收取的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50 例，将其分为对照组（25 例）和观察组（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观察组采用临床针对性护理干预。通过比对两组临床效果，进行总结与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成功率更高，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干预的过程中，
运用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治疗方法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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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是临床常见的科室。进行临床治疗时，护理干预
方式对患者康复速度及治疗效果有较大影响。基于此，对呼吸
内科重症患者进行有效的临床护理干预非常重要。考虑到呼吸
系统疾病的多发性及多样性，常规的护理方式无法取得更好的
效果，本研究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得出体
会，汇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收治的 50 例呼吸

内科重症患者。患者性别为 ：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区间
为 ：23~77 岁，平均年龄为 46.37±11.26 岁。参与研究的患者
均得到确诊通知。对照组共计 25 例，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
者 10 例，年龄在 23~76 岁，平均年龄为 46.31±11.76 岁之间。
观察组共计 25 例，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在
23~75 岁，平均年龄为 46.12±11.97 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
明显差距，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采用针对性护理干预，

具体如下。
1.2.1 心理护理
由于呼吸内科患者病症严重，且易反复发作，会影响患者身

心健康，很多患者会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此类情绪久积会造
成心理疾病，所以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施加针对性心理护理干
预。对刚入院的患者进行充分交谈，让患者了解当前病症发展
情况及治疗方案，消除患者不安情绪。同时，通过交流的方式分
析患者目前存在的心理问题，并针对心理问题进行针对性心理
疏导，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取得更为优质的护理效果。

1.2.2 环境护理
对呼吸内科患者而言，护理环境对其病情康复情况发挥着

主导性作用。本研究对观察组进行护理干预时，病房每日至少
清洁 2 次，应用紫外线消毒剂、红外线消毒剂对病房进行全面消
毒，灭杀空气中的病菌，消除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的外部因素。考
虑到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咳嗽咳痰症状，对病房的温度及湿度
进行控制，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护士每日不定期对病房的温度
与湿度进行调节，让患者时刻处在最舒适的治疗与护理环境中，
最大限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1.2.3 并发症护理干预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发病时，常出现多种并发症或合并症。

由于重症呼吸系统疾病本身会对患者身体造成巨大影响，合并
并发症会威胁患者生命。考虑到这一问题，应对患者实施并发
症护理干预。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常见并发症进行分析，同时
对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此外，对观察组患
者的并发症前驱症状进行分析，对患者采取及时的治疗与干预。

1.3 治疗效果
观察两组患者死亡率、治疗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评定护

理干预效果。按照 VAS 量表评价患者疼痛情况，按照 0 到 10
分划分等级，疼痛指数与得分成正比关系。

1.4 统计方案
本研究采取 SPSS 23.0 版本的软件进行统计， (n/%) 表示

计数资料及进行χ2 检验，将，( cc ±s) 表示计量资料及进行t 检验，
若组间对比结果差异显著且 P<0.05 时，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的 25 例患者中，死亡患者数量为 2 例，占比 8% ；并

发症发生患者为 3 例，占比 12%，治疗成功率为 80%。观察组
死亡率为 0% ；并发症发生率为 4%，共计 1 例 ；治疗成功率为
96%。两组结果差距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理结果比对 [n(%)]
组别 病例数量 死亡率 并发症发生率 治疗成功率

观察组 25 0% 4% 96%
对照组 25 2（8%） 3（12%） 80%

χ2 - 5.5554 10.5262 40.2856
P - 0.0183 0.0012 0.0013

3 讨论
呼吸系统疾病是人类常见的病症之一，重症患者具有病程

长、易复发、病情严重等特点。所以，对呼吸内科患者进行治疗
与护理过程中，患者常出现精神状态差、呼吸困难、精神紧张、生
活受限等问题，对患者的治疗及日常生活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在药物治疗不佳的状态下，会短时间
内进入危险状态，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的问题。因
此，在对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需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包
含心理护理、环境护理、并发症护理，保证患者的呼吸道畅通、饮
食正常、精神健康。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护理中，医护人员需认识到自身工作的
重要性，具备较强的敬业精神，认真对待每位患者，同时可以做
到随机应变、灵活处置。针对长期卧床的患者，做好床铺清理，
帮助患者定时翻身，保证动作轻柔，做好压疮预防，定期对患者
无伤口的关节、皮肤进行按摩，加速血液循环。如果患者足部出
现溃烂，需按照既定规范进行换药，必要时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
干预，解除思想顾虑。在饮食方面保证每日饮食热量适宜、营养
均衡，限制单糖及双糖，适当加进肉蛋类食物，确保营养丰富。

总的来说，通过针对性护理干预，可帮助患者重拾信心，缓
解精神压力及紧张情绪，让其更好地配合治疗。本研究结论表
明，在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干预时，运用针对性护
理方案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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