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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护理干预在慢性咽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张果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目的 研究全面护理干预在慢性咽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接受治疗的 82

例慢性咽炎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均 41 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全面护

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并发症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研究组治疗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全面护理干预在慢性咽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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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咽炎是临床治疗过程中常见症状，是发生于咽部粘

膜、粘膜下以及淋巴组织的慢性炎性反应，该病病程较长，

症状顽固不易治愈，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1]
。为促

进患者治疗效果，对其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尤为重要。本次

主要研究全面护理干预在慢性咽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接受治疗的 82

例慢性咽炎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两组均 41 例。研究组男性 21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9~64

岁，平均年龄（40.15±15.63）岁；对照组男性 20 例，女性

21 例，年龄 19~65 岁，平均年龄（40.45±15.78）岁。纳入

标准：①入选患者经医院检查确诊患有慢性咽炎；②入选患

者均为成年患者且不伴有语言交流障碍；③本研究通过伦理

会批准且入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比较两组

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给予研究组全面护理干预，

包括患者入院时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将相关疾病知识告知患

者，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认知度，增加其依从性；了解患者

日常生活习惯，嘱其不良习惯对病情的危害，病监督其进行

纠正；对其进行心理护理，患者因常年受疾病困扰会出现一

定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其进行有效沟通，告知良好心理状态

对疾病的重要性，树立其治疗信心；对其进行饮食护理，告

知患者选择清淡饮食，避免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加重病情；

根据患者病情制定相应运动计划，告知患者适量运动对疾病

的好处；进行用药护理，遵医嘱进行用药指导，告知其按时

用药对治疗的重要意义，嘱患者切勿自行调整药量，监督其

按时服药；患者出院后，嘱患者及其家属注意生活环境清洁，

定期开窗通风，病监督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并发症出现率、治疗时间以及护理满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结果采用 x2 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 sx  ）表示，结果采用 t检验，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并发症出现率 

研究组并发症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数据

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并发症出现率[n(%)] 

组别 例数 鼻炎 喉炎 中耳炎 并发症出现率

研究组 41 1（2.44） 1（2.44） 0（0.00） 2（4.88） 

对照组 41 3（7.32） 3（7.32） 2（4.88） 8（19.51） 

X2     4.100 

P     <0．05 

2.2 比较两组治疗时间以及护理满意评分 

研究组治疗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

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数据见表 2： 

表 2比较两组治疗时间以及护理满意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天） 护理满意评分（分） 

研究组 41 6.26±1.65 95.32±2.51 

对照组 41 10.88±2.02 81.18±4.15 

t  11.174 12.596 

P  <0．05 <0．05 

3 讨论 

慢性咽炎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

工作均产生一定影响，需进行积极治疗
[2]
。该病病程相对较

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焦虑，自暴自弃等不良心

理状态，影响治疗效果，需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全面护理

干预是临床工作中新型护理模式，是根据患者病情对其进行

全方位护理的过程。有研究表明，在慢性咽炎患者的治疗过

程中，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效果不理想
[3]
。本研究发现，研究

组并发症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治疗时间

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由此可见，全面护理干预在慢性咽炎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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