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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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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采用针对性护理的效果。方法：将自 2018年 2月~2020年 5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122例分成试验组（n=61）与对照组（n=61），予以两组患者消炎、退热等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给
予试验组针对性护理。结果：试验组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短，两组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采用针对性护理有助于加快其临床症状好转和消失，继而可缩短其住院时间并减轻其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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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为由细菌和病毒引发的局限性咽喉及
鼻腔部位急性炎症，病毒为主要致病因素，具有发病率高以
及传染率高等特点，发病初期临床症状表现为喉痒、咽干等，
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

[1]
。临床

常用治疗方式包括抗病毒、抗感染等药物治疗，单纯为患者
提供药物治疗不足以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有必要配合针对
性护理干预以取得辅助治疗效果，提高临床疗效

[2]
。现将自

2018 年 2 月~2020 年 5 月进行治疗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122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被随机分成两组并分别予以常规
护理及针对性护理，研究结果显示针对性护理能够加快患者
临床症状缓解，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以 122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经血常规检查、血生化检查、心电图检查等并结合患
者临床症状确诊；②患者具备正常交流及沟通能力且在认知
同意书上签字；③病历资料及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
合并严重精神异常或者有认知功能障碍者；②中途拒不配合
完成研究者；③合并严重躯体性病变者。所选对象经系统随
机化法分成两组，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61 例，其中，试验组男
性 34例、女性 27例，年龄 19~56岁，平均年龄（34.25±5.18）
岁，对照组男性 33 例、女性 28 例，年龄 20~57 岁，平均年
龄（35.16±5.24）岁。以患者年龄等基本资料作为对照，两
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予以两组患者常规护理，遵医嘱实施消炎、退热护理，
监控患儿生命体征，保持呼吸通畅并加强健康教育。试验组
患者在此基础上应用针对性护理，如下： 

1.2.1 病情监控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情进展迅速，必须加强病情监控以
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定时为患者实施体温测量，为合并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实施血压及血糖测量，叮嘱患
者保持充足休息，避免过度劳累而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 

1.2.2 心理护理 

发热、鼻塞等临床症状可导致患者产生不适感，此外，
患者担忧预后情况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负性情绪，易导致
其治疗配合度下降。护理人员必须与患者加强沟通，耐心向
患者讲解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病原因、临床治疗方法和手段、
注意事项与禁忌等，规范患者的治疗行为，尽可能缓解其负
性情绪，提高其配合度以及临床治疗效果。 

1.2.3 用药护理 

了解患者药物过敏史并严格遵医嘱为患者用药，监督和
提醒患者用药，避免出现误服、漏服现象。观察患者用药后
反应，若出现异常需要及时反馈以便明确引发原因并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 

1.2.4 出院指导 

评估患者自护能力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叮嘱患者适
量运动、科学饮食、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及时根据温度变
化增减衣物，注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尽量降低再次感染

概率。 

1.3 观察指标 

记录和对比两组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3.0 软件包分析文中涉及相关数据，通过均数
±标准差（x

-

±s）表示计量资料并通过 t 检验计量资料，以
P<0.05 作为显著性差异标准。 

2 结果 

试验组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
较对照组短，两组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x

-

±s，d） 

分组 退热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试验组（n=61） 3.98±0.93 3.92±1.13 4.35±0.42 

对照组（n=61） 5.47±0.95 5.37±1.09 6.11±0.35 

t 3.001 4.562 3.769 

P <0.05 <0.05 <0.05 

3 讨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主要以发热、咳嗽等为主要临床
表现，若不及时为患儿提供积极有效的针对性治疗措施，容
易造成感染部位扩散、病情进展，导致临床治疗难度显著增
加，加重患者身心痛苦以及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临床常用
抗感染药物及抗病毒药物等进行治疗，能够控制病原体生长，
繁殖，有助于促进感染等临床症状缓解，但是单纯依靠药物
治疗效果有限，患者恢复时间较长，对其身心健康均会造成
一定的不良影响，有必要给予其针对性护理

[3]
。 

传统护理主要通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并根据其临床症状
缓解情况等为患者提供降温护理、用药指导等，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针对性护理全面考虑患者的身心状况并根据患者实
际病情以及体质状况制定全面性、连续性及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使患者从社会、心理以及生理上均达到最愉悦的状态，
有助于提高护理效果，最大程度地减轻其不适感并提高其满
意度[4]。 

此次研究中，试验组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短，两组有显著差异（P<0.05）。综上
所述，针对性护理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病情缓解中的应
用价值较高，与常规护理相比，针对性护理效果更加确切，
能够显著缩短其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有助于促进其身体康复，
对于改善其身心健康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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