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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护理中重症患者应急护理干预效果研究

李慧明*� 王� 兰� 任晓玲

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湖北� 443000

摘� 要：目的：分析应急护理干预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年�月—����年��月某医

院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的��例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研究组与常规组，每组各��例。研究组患者采用应急护理干预

模式，常规组患者采用常规化护理干预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及总达标率。结果：两组患者护理前的3D�2�

（PP+J）指标和呼吸频率（次�分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研究组的3D�2�（PP+J）指标和

呼吸频率（次�分钟）指标显著低于常规组，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的总达

标率为�����％（�����），常规组的总达标率为��％（�����），研究组的总达标率显著高于常规组，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 �������，�� �������）。结论：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实施应急护理干预，可减少重症患者发

生并发症的几率，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促使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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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某医院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的��例患者作为护理干预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分

为研究组与常规组，每组各��例。研究组中有男患��例，女患��例；最小年龄��岁，最大年龄��岁，平均年龄

（�����±���）岁。常规组中有男患��例，女患��例；最小年龄��岁，最大年龄��岁，平均年龄（�����±���）岁。两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础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在本院持续接受治疗；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发生相关疾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认同本研究

所用的方案。

排除标准：排除患者中在治疗期间接受其它医疗机构治疗的情况；排除患者中因不能遵照医嘱治疗导致病情加重

的情况；排除患者中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及恶性肿瘤的情况。

（二）方法

常规组采取常规护理办法，研究组进行应急护理干预办法。

���关注病人身体状况

在进行正规的治疗前，必须由护理人员去观察病人的身体变化情况。不同的临床表现说明病患病情蔓延程度不

同。并且呼吸内科的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速度很快，因此，需要护理工作人员当天��小时对实验对象的临床表现和身

体各种指标进行关注和记录，以便于从中发现隐藏的问题并及时给出处理办法>��。

���心理护理

呼吸内科重症病患会有反复咳嗽、胸痛、气促等现象，进而有心情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出现。这时有必要开展

心理护理，尤其是处理好对老年病人的工作。护理人员要对病人的心理状况变化及时了解，主动与患者沟通，并鼓励

与其他病人交流。若是出现反应迟钝、言语啰嗦的情况，需要护士有一定的耐心>��。护理工作者应该主动与病患打招

呼，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让其建立起对抗疾病的信心。

���缓解期护理干预

在缓解阶段重症病人应该提高其自身体质，防止病情的进一步恶化，提高患者抗病能力，针对容易染上的呼吸道

感染者应让他们积极进行呼吸运动，增加其通气量。多让病人主动咳嗽，根据氧疗和机械通气护理，及时清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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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避免感染，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在病情有所缓解时要提升其免疫力，规避受到感染、过敏等，维持有效的有氧呼

吸，帮助他们定时锻炼膈肌运动>��。

���保持室内环境卫生

在对呼吸道疾病患者进行护理时，值得注意的是应该重视病房中的卫生环境，如果室内空气遭到污染很有可能会

让病情恶化，对此应该时刻保持病房空气流通，定期定量消毒，降低患者由于空气中的细菌被感染的概率。注意房内

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防止因为气温过低或是过高导致病患免疫力降低，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的治疗环境，舒缓心理压

力，减少负面情绪，在家属的配合下让病患建立积极的治疗心态>��。

二、结果

（一）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3D�2�（PP+J）指标和呼吸频率（次�分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研究

组3D�2�（PP+J）指标和呼吸频率（次�分钟）指标显著低于常规组，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观察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表1� 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对比

组别
3D�2�（PP+J） 呼吸频率（次�分钟）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 ����±��� ����±��� ����±��� ����±���

常规组（�� ���） ����±��� ����±��� ����±��� ����±���

W ������ ������� ������ ������

� ������ ������ ������ ������

（二）两组患者的总达标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中有��例达标，��例一般达标，�例不达标，总达标例数为��例，总达标率为�����％。常规组患者中

有��例达标，��例一般达标，��例不达标，总达标例数为��例，总达标率为�����％。研究组患者的总达标率显著高于

常规护理组，两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临床上，呼吸道系统类疾病的发病率整体较高，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环境问

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此类疾病的发病率涨幅也

在逐年增加。患者一旦出现呼吸道疾病问题，不仅正常的呼吸会受到影响，同时，自身的情绪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由于呼吸系统疾病不仅有着较高的治疗难度，同时此类疾病也有着较长的治疗周期，患者病情容易反复，则非常容

易导致患者产生焦虑、紧张等方面的负面情绪，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脾气暴躁的问题>��。因此，在治疗此类疾病的过程

中，除了选择合理有效的治疗方式之外，护理干预也是影响患者后期康复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开展护理工作的过程

中，护理人员一方面要辅助患者调节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要帮助患者建立康复的信心，促使患者能够主动配合医护人

员的工作。

而对于重症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由于此类患者的病情相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更加严重，患者的生命随时可能

受到威胁。因此，在实际开展治疗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行预判，在此基础

上，提前做好应急准备，避免紧急情况发生时由于准备工作没有做全而影响抢救。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障患者

生命安全，实现护理工作整体开展质量的提升>��。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通常是危重和危急的，患者随时都可能导致死亡。在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

中，要同时实施相应的应急护理干预。随着患者的病情加重，常规的护理干预方法已不适应现代医院护理管理的需

求，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采取应急护理干预措施，良好的住院环境对呼吸内科患者的恢复尤为重要，可对患者的恢

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护理人员要定期为患者开窗通风，保证新鲜空气的流通，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防止发

生院内感染。还应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情绪，为患者营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医疗环境。指导患者了解药物的药性及不

良反应，及时排出患者气管中产生的痰液，使患者保持呼吸道通畅。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的总达标率为�����％

（�����），常规组的总达标率为�����％（�����），研究组的总达标率显著高于常规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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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实施应急护理干预，可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概率，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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