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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呼吸衰竭患者开展重症监护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样本收录时间为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8 月，限
定为本院呼吸衰竭患者共计 66例，随机分为两组，常规护理的 33例对照组患者；重症监护护理的 33 例为观察组患者，分析
组间症状改善时间、血气指标数据差异。结果：观察组症状表现中，改善时间较之对照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干预前
组间血气指标对比无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血气指标较之对照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讨论：呼吸衰竭患者的
病情干预中，重症监护护理措施的开展有效地帮助患者改善症状表现，优化生理状态，调节血气指标，提升生活质量，有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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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是由于生理或病理因素导致患者呼吸功能受

损，致使机体缺氧的病理表现，通常伴有二氧化碳潴留的并

发症，致使患者生存质量严重降低。在医疗干预前段开展有

效的护理措施，能够更进一步改善患者病理情况，促进其生

活质量提升
[1]
。本次研究基于本月呼吸衰竭患者为样本分析

重症监护护理的应用价值，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样本收录时间为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8 月，限定为本

院呼吸衰竭患者共计 66 例，随机分为两组，常规护理的 33

例对照组患者，资料分析：男性 17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

龄（64.85±1.85）岁；重症监护护理的 33 例为观察组患者，

资料分析：男性 18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64.79±1.78）

岁；基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数据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呼吸护理干预，对重症监护的呼吸衰竭

患者开展机械供氧，呼吸道清理止咳平喘抗感染干预，酸碱

失衡干预，水电解质平衡干预等常规干预措施，维持患者正

常的生理状态。 

观察组采取重症监护护理干预，在护理干预阶段，基于

患者实际病情制定护理干预计划；保证护理措施的实施与治

疗方案有互补性，强化治疗效果的同时，有效帮助患者改善

病理状态，提升生活质量。 

（1）病情评估：主治医生对患者病情及既往病史进行检

查与评估，了解病情表现后，联合科室工作人员制定护理方

案，同时取得患者家属的配合，使护理方案的每一项内容充

分落实。 

（2）情绪评价：联合患者家属与医护人员开展心理疏导，

通过评价患者负性心理情绪表现明确导致情绪产生的原因，

以健康宣教，谈话交流，家庭陪伴等方式缓解负性情绪，改

善身心状态。 

（3）连续护理：重症呼吸衰竭患者病情干预阶段，护理

人员严密记录患者病情变化情况，初级血压，心率脉搏等指

标，基于数据变化绘制波动图，在出现异常波动时制定相应

的护理计划，帮助患者脱离危险，早日康复。 

（4）预后护理：基于患者病情改善，在护理阶段加强对

患者饮食、作息、认知、心理方面的护理干预，帮助患者纠

正营养状态，保持机体营养平衡规律作息，使其有充足精力

接受医疗干预
[2]
。 

1.3 评判标准 

收集干预期间两组患者在症状缓解时间、机械通气时间、

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方面的相关数据，完成数据格式

统一后用作组间数据对比。 

收集干预前后患者血气指标数，统一数据格式后用作组

间数据对比。 

1.4 统计学意义 

数据软件采用 SPSS  23.0，统一计量资料格式为

（ sx  ），统一计数资料格式为（n，%）,由 T 值、X
2
值完成

校验，组间数据存在意义表示为 P＜0.05。 

2 结果 

2.1 症状改善时间 

观察组症状表现中，改善时间较之对照组数据差异显著

（P＜0.05），详见表 1。 

 

表 1  症状改善时间（ sx  ） 

组别 例数 症状缓解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ICU 住院时间 总住院时间 

对照组 33 5.79±0.45 2.48±0.25 3.61±0.48 7.58±0.85 

观察组 33 3.68±0.31 1.15±0.11 1.45±0.14 5.31±0.56 

X
2
 - 22.1817 27.9730 24.8165 11.1179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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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气指标分析 

干预前组间血气指标对比无意义（P＞0.05）；干预后观

察组血气指标较之对照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

2。 

 

表 2  血气指标分析（ sx  ，mmHg） 

PaO2 PaC O2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3 50.45±5.15 76.85±7.45 82.45±8.31 75.15±7.14 

观察组 33 50.51±5.08 88.41±8.61 82.39±8.24 52.76±5.35 

T - 0.0476 5.8325 0.0295 14.4161 

P - 0.9621 0.0000 0.9766 0.0000 

 

3 讨论 

受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病率越来越高，致使患者生存质量大受影响，在重症监护的

呼吸衰竭医疗阶段，医疗措施的实施搭配护理措施的布置，

能够更好地保证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促进患者病情有效改

善，在临床护理阶段，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每日的病情变

化做出针对性的护理改革，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提升生存质量，优化预后服务质量
[3]
。 

调研分析得知：观察组症状表现中，改善时间较之对照

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有效促进患者症状改善，优化

医疗干预效率，促进患者生理康复；干预前组间血气指标对

比无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血气指标较之对照组数

据差异显著（P＜0.05）,更进一步促进患者生理状态的改善，

优化血气指标状态，改善康复效率。 

综上所述，基于本院呼吸衰竭患者的病情护理，重症监

护护理措施的开展能够更好地帮助患者改善生理状态，提升

生活质量，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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