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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急性支气管炎的护理 
郑易学 

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中心卫生院  贵州瓮安  550415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支气管炎的护理方法。方法：选择我院 2020 年 3 月- 2021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84 例急性支气管炎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系统性护理，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各项指标以及护理
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均较短（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实施系统性护理，可
以提高治疗效果，缩短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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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支气管炎属于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该疾病会导

致上呼吸道感染，同时还会受累于支气管、气管，主要症状

表现为咳嗽、发热、咳痰、咽痛等。急性支气管炎易反复发

作，好发于凌晨或夜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

康
[1]
。因此，需要对急性支气管炎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除

了采取治疗措施外，还要积极实施护理干预，本文特地探讨

了急性支气管炎的护理方法，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将 2020 年 3 月-2021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4 例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42 例。对照组年龄 22-72

岁，平均（47.6±9.65）岁，其中 20 例为女性、22 例为男

性；观察组年龄 25-71 岁，平均（48.3±9.87）岁，其中 23

例为女性、19 例为男性。两组的病程、年龄等资料对比无差

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即进行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健

康宣教等护理。 

1.2.2 观察组 

观察组给予系统性护理，主要内容如下：（1）监测病情。

入院后，要询问患者是否对粉尘、药物、冷空气等过敏，并

对患者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情况进行紧密监测，观察患者

的痰液量、性质、颜色、是否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咳嗽的程

度等，对患者进行用药治疗后，再观察其症状是否得到有效

缓解，查看患者是否对药物有不良反应，如有异常，要告知

医生进行处理。（2）护理呼吸道。调整室内的湿度和温度，

将其控制在合适范围，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烟雾、灰

尘刺激支气管粘膜，告知患者在卧床休息时，要时常更换体

位，并且指导患者正确的咳嗽方法，嘱咐家属给予患者拍背，

以加快痰液的排出。（3）发热护理。对患者的体温变化进行

紧密监测，如体温>38.5℃，要采取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温

水擦浴、用湿毛巾在患者头部进行冷敷处理等
[2]
。如物理降

温没有效果，要对其进行药物降温，如出汗需及时更换潮湿

的衣物，用毛巾将身体擦干，保证皮肤的清洁干燥，还要嘱

咐患者加强保暖，以免受凉。（4）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也要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积极与患者交流，疏导其不良情绪，

并鼓励患者进行积极治疗，增加其治疗的信心。（5）健康教

育。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向患者讲解有关急性支气管炎的

知识，包括发病原因、注意事项、治疗方法以及日常护理等，

增强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提高其治疗依从性。也要告知

患者增强锻炼，可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提高机体抵抗力，

要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增强保暖等。 

1.3 观察指标 

观察以下指标：（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3]
。（2）

两组各项指标比较，包括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的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3）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评价两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满分为 60 分，>45 分为满意，20-45 分为基本

满意，<20 分为不满意。 

1.4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效果评价：（1）显效。经过治疗护理后，患者的生

理指标恢复正常，其临床症状消失。（2）有效。经过治疗护

理后，患者的生理指标得到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减轻。（3）

无效。经过治疗护理后，患者的生理指标未改善，其临床症

状无变化，甚至还有恶化的可能。 

1.5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22.0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 t和 X
2
检验计量与计数

资料对比，以 P<0.05 表示有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差异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42） 16（38.10） 17（40.48） 9（21.43） 33（78.57） 

观察组（n=42） 20（47.62） 19（45.24） 3（7.14） 39（92.86） 

X
2
值    8.965 

P 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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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各项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

的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较短，组间比较有差异（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各项指标对比（ sx  ，分） 

组别 咳嗽消失的时间 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n=42） 5.76±1.63 4.72±1.30 7.97±2.04 

观察组（n=42） 4.07±1.53 2.11±1.39 5.20±1.20 

t 值 7.621 8.651 10.540 

P 值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差异

（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42） 11（26.19） 19（45.24） 12（28.57） 30（71.43） 

观察组（n=42） 25（59.52） 15（35.71） 2（4.76） 40（95.24） 

X
2
值    9.543 

P 值    <0.05 

3 讨论 

急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较高，其常见的病因包括呼吸道

感染（致病菌有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

感病毒、肺炎链球菌等）、物理化学刺激、变态反应、冷空

气吸入、花粉、粉尘等
[4]
，如患者长时间咳嗽，会严重影响

患者的日常生活，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措施，可能会引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肺炎等，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目前，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的方法有补液、抗感染、止咳

化痰等
[5]
。在治疗疾病期间，对患者给予护理干预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护理可以促进患者疾病恢复的进程。系

统性护理是将责任制护理进行深化，护理人员不仅要关注患

者的疾病治疗，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方式，注

重患者的全面化、系统化的护理，强调护理的整体性
[6]
。在

本次研究中，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实施有效的系统性护理，

监测患者病情，对其进行发热护理、心理护理、呼吸道护理

和健康教育，可以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从本次的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以及

住院时间均较短（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P<0.05）。表明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实施系统性护理，

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对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实施系统性护理，可以

提高治疗效果，缩短咳嗽消失的时间、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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