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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中的实践与成效分析

陈佳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银川　750000

摘　要：目的：探讨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效果，为提升呼吸科护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于大城县人民医院呼吸科，通过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 120 例呼吸科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

个性化护理方案，包括针对患者病情、心理、生活习惯等制定专属护理计划。结果：观察指标 1 为患者住院时间，对照组

平均住院时间为（12.5±2.3）天，实验组为（9.8±1.8）天，经 t 检验，P<0.05；观察指标 2 为患者满意度，对照组满意度

为 75%，实验组满意度为 92%，经 χ2 检验，P<0.05。结论：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中的实践能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提高患者满意度，显著提升呼吸科护理成效，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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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呼吸科疾病种类繁多，涵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

管哮喘、肺炎等，患者病情复杂多变，且常伴有呼吸困难、

咳嗽、咳痰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的常规

护理模式难以满足呼吸科患者多样化的护理需求，无法针对

患者个体差异提供精准有效的护理服务。随着医学模式向生

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个性化护理逐渐受到关注。

个性化护理方案强调以患者为中心，充分考虑患者的病情特

点、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因素，制定针对性的

护理措施，旨在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1]。目前，个

性化护理在呼吸科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实际成效有待

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

科中的实践与成效，为优化呼吸科护理服务提供参考。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 月这段为期一年的时间里，

于大城县人民医院呼吸科，通过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精心选取了 120 例呼吸科患者，作为本次深入研究的对象。

纳入标准为：符合呼吸科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断标准；意识清

楚，能够配合护理工作；患者及家属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

能衰竭等影响病情恢复的其他系统疾病；患有精神类疾病，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中途退出研究。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科

学性与可靠性，运用专业且随机的分组方式，将这 120 例患

者均匀地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有 60 例患者。在对

照组的 6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数量为 32 例，占比 53.3%，

女性患者为 28 例，占比 46.7%。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跨

度处于 28-82 岁之间，经计算得出该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1.5±10.2）岁。反观实验组的 60 例患者，男性患者为 34 例，

占比 56.7%，女性患者是 26 例，占比 43.3%。年龄范围在

25-8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2.3±9.8）岁。随后，对两组

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均值等一般资料方面，运用专业的统

计学方法进行详细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数据的 P 值均大

于 0.05，这充分表明两组患者在这些关键的一般资料维度上，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具备高度的可比性，能够为后续研究

不同护理策略的效果奠定坚实基础。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内容包括病情观察（监测生命

体征、呼吸状况等）、遵医嘱给药、基础生活护理（协助患

者洗漱、进食等）、呼吸道护理（指导患者有效咳嗽、咳痰等）

以及健康教育（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

坚实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个性化护理方案，该方案以患者个

体差异为核心，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贴心的护理服

务。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即刻展开全面且细致的信息收

集工作。除了了解患者的病情诊断、既往病史、过敏史等医

疗相关信息外，还深入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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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等方面。例如，通过与患者的沟通交流，运用专业的

心理评估量表判断患者是否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询

问患者日常的饮食、运动、作息习惯，以及是否有吸烟、饮

酒等不良嗜好；了解患者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以便后续

制定符合患者特点的护理计划。信息收集完成后，护理团队

迅速组织讨论，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

专属的个性化护理计划。对于病情较重、呼吸困难明显的患

者，护理人员会根据其身体状况，制定系统且循序渐进的呼

吸功能训练计划。比如，先从简单的缩唇呼吸训练入手，指

导患者闭嘴经鼻吸气，然后缩唇缓慢呼气，呼气时间是吸气

时间的 2 - 3 倍，每次训练 10 - 15 分钟，每日 3 - 4 次；待

患者适应后，逐步引入腹式呼吸训练，让患者取平卧位，双

手分别放于腹部和胸前，吸气时腹部隆起，呼气时腹部下陷，

通过反复练习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呼吸功能。针对伴有焦

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患者，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聊天，耐

心倾听患者的诉求，给予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帮助患者缓

解心理压力。曾有一位因长期患病、病情反复而产生严重焦

虑情绪的患者，护理人员每天都会抽出固定时间与他谈心，

分享康复案例，鼓励他积极面对疾病。当患者的情绪问题较

为严重时，及时邀请心理医生进行专业干预，通过心理疏导

和必要的治疗，帮助患者重拾信心，以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

对于生活习惯不良的患者，护理人员制定了详细的健康生活

方式改善计划。以长期吸烟的患者为例，护理人员会向其讲

解吸烟对呼吸系统的危害，提供戒烟方法和技巧，如使用戒

烟口香糖、电子烟辅助戒烟，同时鼓励患者培养新的兴趣爱

好，转移对香烟的注意力。针对缺乏运动的患者，根据其年

龄、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如散步、

太极拳等，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定期对患者的护理效果

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观察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心理状态变

化、生活习惯调整程度等，判断护理方案的有效性。同时，

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和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护理方案，确

保护理服务始终贴合患者的实际需求，为患者的康复提供有

力支持。

1.3 观察指标

（1）患者住院时间：记录患者从入院到符合出院标准

的时间，计算平均住院时间。

（2）患者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卷，

在患者出院前进行调查，问卷内容涵盖护理服务态度、护理

技术水平、健康教育效果等方面 [2]。

1.4 研究计数统计

用 SPSS 22.0 这个专门统计数据的软件来分析。数据是

具体数值，就用平均数再加上或者减去标准差的方式，写成

（x±s）形式。想要得知两组这种数据有没有差别，就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来分析。如果 P 这个数值小于 0.05，那就说

明这两组数据的差别是有意义的。

2 结果

2.1 患者住院时间

表 1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p 值

住院时间（天） 12.5±2.3 9.8±1.8 P<0.05

从表 1 数据可知，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显著短于

对照组。

2.2 患者满意度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p 值

患者满意度 75% 92% P<0.05

由表 2 可见，实验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3 讨论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的实

践成效显著。在患者住院时间方面，实验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9.8±1.8）天，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2.5±2.3）天，这一

数据差异经 t 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原因在于个

性化护理方案依据患者具体病情，为病情较重、呼吸困难明

显的患者制定专属呼吸功能训练计划，能够更精准地改善患

者呼吸功能，促进病情恢复。例如，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个性化护理中的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提高肺

通气量，减少急性发作次数，从而缩短住院时长。

在患者满意度上，实验组满意度高达 92%，而对照组

仅为 75%，经 χ2 检验，P<0.05，差异显著。个性化护理方

案充分考虑患者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文化程度等因素。针

对伴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患

者缓解心理压力，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积极心态，更愿

意配合治疗与护理工作，从而提升对护理服务的认可度。对

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采用播放动画视频、发放图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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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俗易懂的健康教育方式，让患者更好地理解疾病知识与

护理要点，感受到护理人员的贴心关怀，进而提高满意度 [3]。

呼吸科患者病情复杂多样，个体差异大，常规护理难

以全面满足患者需求。个性化护理方案弥补了这一不足，以

患者为中心，提供精准、全面、人性化的护理服务。它不仅

关注患者疾病治疗，更注重患者心理、生活等多方面需求，

通过多维度的护理措施，有效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进程，增强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信任与满意。

但目前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的推广仍面临一些挑

战，如护理人员工作量增加、对护理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更高

等。因此，医院需合理调配护理资源，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

训，提高其跨学科知识与沟通能力，以更好地实施个性化护

理方案。同时，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个性化护理方案的优化与

完善，探索更高效、便捷的实施路径，使其能惠及更多呼吸

科患者，为提升呼吸科整体护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3]。

4 结论

综上所述，个性化护理方案在呼吸科中的实践能够显

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有效提升呼吸科护

理成效。该方案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需求，为呼吸科患

者提供了更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在临床实践中，应积极

推广个性化护理方案，不断优化护理流程，加强护理人员培

训，以更好地满足呼吸科患者的护理需求，提高呼吸科整体

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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