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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呼吸科护理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黄文娟 

中信惠州医院  广东惠州  516001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呼吸科重症患者护理中基础护理干预及综合护理干预的表现。方法：本次实验跨越 2020 年 2月至 2021
年 9 月这一时间段，研究人员对 70 例呼吸科重症患者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在本次实验中将所选患者按照双盲对照原则分组，
对照组所选 35 例患者采用基础护理干预，实验组所选 35例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不良事件出现情
况、生理指标，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对照组所选 35 例患者中出现不良事件的人数为 8 人，占组内所选患者人数的比例为
22.86%，实验组对应人数为 1人，占比为 2.86%，分析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出现概率相关数据，差异较大，（p＜0.05）；对照
组及实验组患者呼吸频率、心率、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动脉血氧分压方面的指标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p＜0.05）。
结论：在呼吸科重症患者护理中综合护理干预有着不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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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理工作开展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呼吸科重症患

者病情治疗和控制的效果，但是在以往工作中，呼吸科护理

人员在重症患者护理中仅仅是实施基础护理干预，难以充分

考虑到各个方面，细节处理不到位，护理工作开展水平较低，

不良事件出现概率较高，对治疗效果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当前形势下，综合护理干预受到了较高的关注，因此，有

关人员应注意研究分析呼吸科重症患者护理中基础护理干预

及综合护理干预的表现。详细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本院就诊的

70 例呼吸科重症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

意本次实验的开展。两组呼吸科重症患者基础资料可以用于

比较，组间数据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1]
。两组呼吸

科重症患者基础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呼吸科重症患者基础资料 

组别 人数（n） 年龄段（岁） 年龄均值（岁） 男女人数比 患病时间（个月） 

对照组 35 20-70 48.7±10.6 19/16 1.24±0.38 

实验组 35 20-72 48.5±10.7 20/15 1.25±0.36 

1.2 方法 

对照组所选 35 例患者采用基础护理干预，实验组所选

35 例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在基础护理干预中，护理人

员应注意明确呼吸重症患者护理工作的要求及标准，通过

常规护理手段对患者进行护理，帮助患者养成健康的饮食

习惯及生活习惯。在综合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应明确护

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实施基础护理干预的同时充分考虑到

各个细节，为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更好的控

制和治疗患者的病情。在综合护理干预中，呼吸科护理人

员应明确环境对重症患者的影响，加强对病房环境的管理，

保证病房的良好通风，定期清洁和消毒病房，保证病房温

湿度的适宜，确保病房环境符合重症患者的休养需求。而

且护理人员应鼓励呼吸科重症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增强

患者心肺功能，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在综合护理干预中，

护理人员应注意实施氧疗，并在持续低流量吸氧护理中监

测患者的生理指标及临床表现，保证患者的正常呼吸，避

免出现缺氧性休克。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

到呼吸科重症患者的情绪，实施心理干预，与患者及其亲

属进行沟通交流，帮助患者正确看待自身的病情，要求患

者亲属给予患者足够的陪伴和支持，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降低医护工作开展的难度。此外，护理人员在综

合护理干预中应注意实施呼吸道护理，对呼吸道分泌物进

行处理，保证患者呼吸道的畅通。 

1.3 判断标准 

记录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不良事件出现情况、生理指标，

并进行分析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通过计算机软件 SPSS23.0 对本次实验中涉及到的不良

事件出现情况、生理指标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百分比

指代不良事件出现概率，标准差（±）指代呼吸频率、心率、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动脉血氧分压方面的指标，X
2
及 t 分

别用于对应数据的检验。数据差异突出，则统计学意义显著，

（P＜0.05）
[2]
。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出现情况 

对照组所选 35 例患者中出现不良事件的人数为 8人，占

组内所选患者人数的比例为 22.86%，其中压疮、呼吸机相关

肺炎、肺部感染人数分别为 2 人、3 人及 3 人，实验组对应

人数为 1 人，出现肺部感染，占比为 2.86%，分析两组患者

不良事件出现概率相关数据，差异较大，（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 

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呼吸频率、心率、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动脉血氧分压方面的指标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

（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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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临床指标 

组别 人数（n） 呼吸频率（次/分） 心率（次/分）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mmHg） 动脉血氧分压（mmHg） 

对照组 35 98.63±9.71 27.48±2.49 67.19±7.13 62.13±6.36 

实验组 35 87.29±7.63 55.27±3.55 54.31±6.76 88.38±7.17 

t 值 - 6.051 10.634 9.668 10.172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综合护理干预与基础护理干预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

异，综合护理干预要求护理人员在开展基础护理的同时充分

考虑到呼吸科重症患者护理的各个细节，以此为患者提供全

面优质的护理服务。在呼吸科重症患者护理中，综合护理干

预的表现更加优异。共计 70 例呼吸科重症患者参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的实验，目的是研究分析呼吸科重症

患者护理中基础护理干预及综合护理干预的表现，以期能够

帮助护理人员改进后续工作。分析本次实验可以得出，对照

组及实验组患者在不良事件出现概率、呼吸频率、心率、动

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动脉血氧分压方面指标均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差距，（p＜0.05）。实验结果显示，在呼吸科重症患者

护理中综合护理干预有着不俗的表现，其应用效果优于基础

护理干预。 

本次实验表明，综合护理干预在减少呼吸科重症患者护

理不良事件出现、改善患者临床指标方面成绩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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