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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干预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张莲英
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本文主要对精细化护理干预在对肝病药物治疗发生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展开对应探讨。

方法：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使用药物治疗的肝病患者发生肺结核症状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院时间在2022年10月~ 
2023年10月之间，符合纳入标准患者110例，并进行分组，对照组及观察组分别开展常规护理和精细化护理，对比护
理前后临床症状发生情况及护理前后负面情绪消除情况，完成精细化护理干预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
较差，经评估后，评分均较高，不具有可比意义（P >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提高，负面情绪消
除明显，评分低于对照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结论：在治疗肺结核疾病中，应用精细化护理模式可消除患
者负面情绪，改善治疗时心理状态，降低临床症状发生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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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呼吸道感染疾病中最常见且最严重的疾病类

型为肺结核，主要是患者呼吸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诱发

的一种疾病。在人体中，均有分枝杆菌存在，但并不是所

有体内存有分枝杆菌的人群就会患有肺结核疾病。当早晚

温差过大、受风着凉等情况发生时，加之人体自身免疫力

薄弱，抵抗力无法与疾病抗衡时，结核分枝杆菌将诱发肺

结核。早很早之前，肺结核疾病无有效治疗方式，随着医

疗事业不断进步发展，高质量治疗可以发到治疗需求，但

在实际治疗过程中，部分患者将出现盗汗、四肢无力、食

欲不振、咳血等情况，因此，需要开展高质量护理工作进

一步提高治疗效率。基于此，对精细化护理干预在肺结核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展开探究，现做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使用药物治疗的肝病患者发生肺

结核症状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院时间在2022年10月~2023
年10月之间，符合纳入标准患者110例，并进行分组，对
照组及观察组分别开展常规护理和精细化护理，两组患

者分别为55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占据总人数的45%，女
性患者占据总人数的55%，最小患者为22岁，最大患者为
73岁，患者平均年龄为（53.36±5.36）岁，被肺结核疾病
困扰最短时间为3年，最长时间为10年，平均困扰患者时
间为（6.86±1.58）年，体指指数最小为18.69kg/m2，最大

体指指数为32.58kg/m2，平均体指指数为（25.36±3.28）
kg/m2；观察组中男性患者占据总人数的52%，女性患者
占据总人数的48%，最小患者为23岁，最大患者为70岁，
患者平均年龄为（52.89±4.98）岁，被肺结核疾病困扰最

短时间为2.5年，最长时间为9年，平均困扰患者时间为
（5.89±2.07）年，体指指数最小为19.05kg/m2，最大体指

指数为30.87kg/m2，平均体指指数为（27.28±2.07）kg/
m2；患者在入院后均了解并阅读入院须知及参与探究注

意事项，知情同意参与实验探究，签订同意书，基线资

料无差异（P > 0.05），可对比探讨。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护理内容如下：首对不同患者

进行不同心理护理，在整体治疗过程中，要时刻观察患者

心理变化及情绪变化，根据不同患者不同负面情绪产生原

因给予相对应的理解与疏导，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使患

者对护理人员产生足够信任，每日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

了解患者每日身体状态及临床表现症状，当护理人员不在

时，需要患者家属给予患者精神支持，使患者负面情绪可

发泄，不留存自身。每日组织患者开展宣教会议，根据不

同患者不同文化程度进行分组，评估患者不同认知能力及

学习能力，展开相对应文化普及，提高患者对肺结核疾病

的认知能力，了解疾病治疗方式、产生原因、治疗过程中

注意事项等。在护理期间，应引导患者定时检查，并根据

营养指导饮食，提高身体抵抗力及免疫力，每日应多喝热

水，多食用营养物质较高的食物。在治疗期间，每日叮嘱

患者严格遵照医嘱用药，避免用药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情

况，为患者讲解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一旦有异常情况出

现，首先可以自行处理，若无法自行处理，需要护理人

员立即应对，告知患者此现象为正常情况，不需要产生

心理及生理负担，告知患者可能诱发肺结核疾病的不良

生活习惯，引导患者家属每日监督患者，使患者逐渐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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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为目的。

观察组开展精细化护理，具体护理内容分为以下

几点：

①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护理，将健康教育内容制作

成手册版及电子版，下发至患者手中，根据患者个人使

用意愿选取想要留存的手册模式，引导患者关注医院

微信公众号，相关护理人员每日在微信公众号内推送护

理知识，如健康知识、预防知识、护理中注意事项等，

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依从性，组建患者微信沟通群，

每日引导患者积极在群内沟通交流，当患者对疾病认知

有困扰时，可在微信群内沟通，护理人员应第一时间给

予回答，若发现有患者的思想认知存在错误时应及时更

正，提高健康教育护理工作质量。

②对患者入院后所处环境进行护理，对每一间病房

进行清洁，根据病房实际构造情况适当摆放绿色植物，

每日观察病房内空气质量吧标准，定时开窗通风消毒，

使患者处在舒适的治疗环境中，将温度控制在50%-60%
之间，提高病房内空气流动性。

③做好心理护理工作，对患者治疗期间心理状态及

负面情绪情况展开分析，了解患者焦虑、恐惧等负面情

绪的产生原因，并采取对应措施消除负面情绪产生根

源，如果因为疾病问题，护理人员应给予解答，提高患

者认知能力，以消除患者负面情绪为目标，解决患者心

理困扰。如果患者因为肺结核疾病存在抑郁、焦虑心

理，主要原因可能与肺结核疾病周期长有关，且无法完

全治愈，易反复，在这种情况下，为消除患者负面情

绪，需要拉进与患者之间的距离，鼓励患者将心理负面

情绪发泄出来，为患者建立发泄情绪的出口，在沟通中

使患者舒缓情绪，提高治疗自信心。

④当患者咳嗽、打喷嚏时用双层餐巾捂住口鼻，使

用后将纸焚烧，接触痰液后告知患者用流动的清水洗

手。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设定药物医嘱，并严格根据医

嘱用药，勿随意增减药物。每日对患者进行呼吸道清

理，保持呼吸道通畅情况，密切观察患者咳血量、颜

色、性质，每日对患者咳血量记录，当患者咳血量超出

一定量时，应告知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少量咯血患者以静

卧休息为主，取患侧卧位，避免活动，减少肺活动度。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症状发生情况

②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面情绪消除情况

1.4  评判标准
①患者在护理过程可能出现感染、呼吸困难、其他

结核疾病等情况，对患者临床情况进行记录与观察，计

算总发生临床症状情况，核算发生率，总发生率越低证

明护理方式越有效。

②对两组患者负面情绪消除情况进行统计，通过量

表核算评分，满分10分，分值越低则证明患者负面情绪
越少，则护理质量越高。

1.5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计量资料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

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症状发生情况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临床症状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n） 感染 呼吸困难 其他结核疾病 发生率

观察组 55 1（1.82%） 0 1（1.82%） 2（3.64%）

对照组 55 4（7.27%） 8（14.54%） 3（5.45%） 15（27.27%）

χ2 - 3.2054 4.0865 4.0287 6.3698
P -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2.2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面情绪消除情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较差，经评估后，评分

均较高，不具有可比意义（P > 0.05）；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提高，负面情绪消除明显，评分低于

对照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面情绪消除情况对比（ ）

组别 例数（n）
恐惧心理 焦虑心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5 9.58±0.02 3.25±0.78 8.36±1.04 1.05±0.01

对照组 55 9.65±0.01 7.05±1.67 8.31±1.07 5.3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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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别 例数（n）
恐惧心理 焦虑心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t值 - 0.0056 7.0254 0.0035 7.7825
P值 - 2.3647 0.0001 3.5874 0.0002

3 讨论

肺结核疾病对人类生活质量具有极大影响，当患者

发病后，通常表现为咳嗽、咳痰、盗汗、咳血等，对部

分女性患者来讲，还会出现月经不调、闭经等表现症

状，其具有传染性，但通常在治疗2周后，传染性将消
失。现如今，通过传统治疗均可达到一定治疗效果，由

于病症较严重，患者对肺结核疾病认知较差，因此，在

治疗过程中，需要结合护理工作，进而提高治疗效率。

基于此，为探究临床治疗效果，对精细化护理干预在肺

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展开对比分析，且得出如下

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
状态较差，经评估后，评分均较高，不具有可比意义（P 
>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提高，负
面情绪消除明显，评分低于对照组，具有可比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在治疗肺结核疾病中，应用精细化护理

模式可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改善治疗时心理状态，降低

临床症状发生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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