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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许晓凤Ǔ闫Ǔ妮
灵武市人民医院Ǔ宁夏Ǔ银川Ǔ750400

摘Ȟ要：目的：分析为老年重症护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提供细节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研究时间制定为

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研究对象制定为老年重症护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n = 60），电脑抽号法分为2组，研
究组：30例，细节护理；常规组：30例，常规护理。之后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两组临床各项指标比
较，研究组呼吸机应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以及总体住院时间均短于常规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两组患者
免疫指标比较，研究组CD3+、CD4+高于常规组，CD8+低于常规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两组患者并发症总
发生率比较，研究组更低，组间差异显著（P < 0.05）。结论：为老年重症护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提供细节护理
干预，这种方式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改善其免疫指标，缩短其临床各项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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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Vent i la tor-
Associated Pneumonia）是指在使用呼吸机治疗的重症患
者中发生的肺部感染[1]。老年患者因生理功能下降、免疫

力减弱等因素，更容易发生VAP并可能出现严重后果。
VAP是重症监护单位中最常见的医院感染之一[2]，增加了

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成本和死亡风险，老年重症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患者常表现为呼吸急促、咳嗽、发热、胸

痛等症状，临床上常伴有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典型体征

和影像学改变，故此，对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十分重

要。常规护理在临床应用中相对较为局限，故而效果欠

佳。细节护理通过定期翻身、口腔护理、皮肤护理、呼

吸道护理、营养支持等措施，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感染风险，促进患者的康复和生活

质量。细节护理干预还能够提升患者的心理状态，减轻

焦虑和抑郁情绪，增强治疗信心[3]。因此，本文深入探究

为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提供细节护理的应用

价值。现做出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时间设置为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实验样

本设置为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n = 60），
电脑抽号法分为2组，研究组：30例，男/女：15/15；年
龄：66-87岁，均值（74.23±1.04）岁。常规组：30例，男
/女：16/14；年龄：67-86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无差
异（P > 0.05）。
纳入标准：（1）符合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临床

诊断标准，且均为老年者；（2）个人资料与病历信息完
整无误；（3）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或恶性肿瘤
者；（2）中途退出本次研究或拒绝配合治疗者；（3）
病史信息与临床资料残缺不全者。

1.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加强对患者的查房，并且需

要对患者的护理操作进行解释，同时还需要为其提供健

康教育。此外，还应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指导，减轻

患者的心理负担。

研究组患者实施细节护理：（1）呼吸机管路护理：
定期更换呼吸机管路，避免管路内细菌滋生和交叉感

染；注意保持管路通畅，避免扭曲和压迫；在更换管路

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避免感染风险。（2）呼吸机设
定和调整：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生理状态，调整呼吸

机参数，如潮气量、吸气压力、呼气末正压等，以保证

患者的呼吸功能得到有效支持；定期监测呼吸机设定，

确保设定值符合医嘱和患者需求，避免因设定不当导致

并发症。（3）口腔护理：定期为患者进行口腔护理，
包括口腔清洁、漱口等，预防口腔细菌感染引发肺部感

染；使用湿润纱布擦拭口腔黏膜，保持口腔湿润，减少

细菌滋生。（4）体位翻身和床位护理：定时进行体位
翻身，避免压疮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注意调整床

位高度和角度，保持患者舒适，有利于呼吸道通畅和排

痰。（5）呼吸道护理：定期进行气道抽痰，保持呼吸道
通畅，避免痰液滞留引发感染；鼓励患者进行深呼吸和

咳痰训练，促进痰液排出，预防肺部感染。（6）皮肤护
理：定期为患者进行皮肤护理，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

防皮肤感染和压疮发生；使用合适的护肤品，防止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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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和龟裂，保持皮肤完整性。（7）营养支持：根据
患者的营养状态和能量消耗，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支持方

案，保证患者获得足够的营养；监测患者的营养情况，

定期评估营养支持效果，调整营养方案。（8）心理支
持：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促进

康复；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关注患者的

情绪变化，及时进行心理干预。（9）监测和评估：定期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呼吸频率等，

及时发现异常；进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评估，包括症

状、体征和影像学检查，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1.3  观察指标
1.3.1  两组患者的临床各项指标比较
主要包括呼吸机应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以及总体

住院时间。

1.3.2  两组患者免疫指标比较

取血液标本，采取免疫吸附法测定CD4+（正常范围
为35%-55%）、CD8+（正常范围为20%-30%）、并计算
CD4+/CD8+数值（正常范围为1.4-2.0）。

1.3.3  两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
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有血压下降、肺部感染以及回心

血量减少。

1.3.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处理相关数据资料，t和χ2检验组间数

据，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P < 0.05为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对比
研究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呼吸机应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以及总体住院时间）均短于常规组，组间差异

显著（P < 0.05），详情如表1所示。

表1��两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对比（ ）

组别 例数 呼吸机应用时间（d） ICU 住院时间（d） 总体住院时间（d）

研究组 30 4.12±0.12 8.53±3.25 10.17±1.65
常规组 30 6.21±0.23 12.37±2.64 16.04±1.27

t值 - 44.126 5.023 15.441
P值 - 0.000 0.000 0.000

2.2  组间免疫指标对比
研究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CD4+、CD8+以及CD4+/

CD8+）均优于常规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详情
如表2所示。

表2��两组患者免疫指标对比（ ，%）

组别 例数
CD4+ CD8+ CD4+/CD8+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30 45.56±4.75 40.64±4.25 31.34±5.35 19.37±2.19 1.47±0.21 2.76±0.34
常规组 30 45.37±4.37 37.47±3.74 30.43±6.74 21.76±2.37 1.46±0.19 1.85±0.24

t值 - 0.161 3.067 0.579 4.057 0.193 11.976
P值 - 0.873 0.003 0.565 0.000 0.847 0.000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对比
研究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常规组，组间差异

显著（P < 0.05），详情如表3所示。

表3��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对比（%）

组别 例数 血压下降 肺部感染 回心血量减少 总发生率（%）

研究组 30 0（0.00） 0（0.00） 1（3.33） 1（3.33）
常规组 30 2（6.67） 2（6.67） 2（6.67） 6（20.00）
χ2值 - - - - 4.043
P值 - - - - 0.044

3��讨论

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指在接受呼吸机治疗

的老年患者中发生的肺部感染[4]。通常是在患者长时间

使用呼吸机的情况下，由于呼吸机导致的气道异物进入

呼吸道或因无法有效咳嗽排痰，导致细菌繁殖引起的肺

部感染，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对患者的健康和生

存都构成严重威胁，需要及时预防和有效治疗[5]。细节

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压疮、呼吸道

感染等。定期翻身、口腔护理、皮肤护理等措施有助于

维持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降低并发症的风险。细节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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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通过呼吸

道护理、营养支持等措施，可以改善患者的生理状况，

增强免疫力，提高治疗的成功率。老年重症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患者往往免疫力低下，更容易感染。细节护理干

预可以减少感染源和传播途径，有效降低感染率，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细节护理干预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身体

状况，还可以提升患者的心理状态，缓解焦虑和抑郁情

绪，提高生活质量。良好的护理可以让患者感受到关怀

和温暖，增强治疗信心。细节护理干预是个性化的护理

措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和实施。个

性化护理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提高护理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通过细节护理干预，可以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从而降低医疗

成本。良好的护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细节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护理质量，

保障患者的安全和健康。通过严格执行护理标准和操作

流程，可以减少医疗事故和错误发生，提高护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患者的临床各项

指标（呼吸机应用时间、ICU 住院时间以及总体住院时
间）、免疫指标（CD4+、CD8+以及CD4+/CD8+）、并
发症总发生率均优于常规组。

结束语：综上所述，细节护理干预在老年重症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提

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风险，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是全面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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