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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护理在呼吸衰竭患者中癿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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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分析呼吸衰竭患者中重症监护护理干预癿效果。斱法：本次研究将选择 2015年 5月~2017年 7月来我陊接叐
治疗癿呼吸衰竭患者 46例为对象，挄护理斱法将关随机分为对照组 23例，观察组 23例，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结果：对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效果迚行比较，对照组护理有效率为 65.22%；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5.65%，数据比较存在显著
差异（P<0.05）。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对照组护理满意率为 56.52%；观察组护理满意率为 91.30%，数据比较存在
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效果显著优亍对照组，组间显著，兴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将重症监护护理干预应用到呼吸
衰竭患者中可显著提高护理效果及满意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应用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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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在呼吸衰竭患者中实施重症监护护理干预
可加快患者的恢复效果与时间，本次研究将对我院 46 例呼吸
衰竭患者的临床干预效果展开调查，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共纳入对象 46 例，均为呼吸衰竭，于 2015 年
05 月-2017 年 0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呼吸衰竭患者，对出现
合并肾肝、心肺及其他严重疾病等患者均已排除。依据不同
护理干预方法将 46 例患者分成 2 组：对照组 23 例，男（15

例），女性（8 例）；100-76岁，平均（59.100±2.65）岁；
观察组 23 例，,男性（12 例），女性（11 例）；52-78 岁，
平均（61.56±3.100）岁。对比 2 组上述资料可见 P＞0.05，
能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当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对其
生命体征变化严格观察，对临床用药进行干预。 

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采取重症监护护理，如下： 

1.2.1 基础护理 

一方面护理人员需做好基础护理，对病房温度及湿度严
格控制，温度保持在 22℃~24℃，湿度在 50%~60%，为患者建
立一个良好的住院环境。 

1.2.2 呼吸道护理 
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做好患者的呼吸道护理工作，如

若患者依然处于清醒状态则需协助患者翻身自主咳痰，如若
患者昏迷，护理人员需对其进行吸痰处理，以防痰液堵塞患
者鼻腔。 

1.2.3 心理护理 

由于重症监护室不能随意让家属进出，患者难免会产生
紧张、焦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需做好心理护理干
预工作，定期组织健康宣教活动，对患者及家属开展宣教工
作，提高患者与家属的认知水平。 

1.2.4 饮食护理：此外护理人员还需对患者饮食加强干
预，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避免刺激性强的食物，如若患者
消化能力差可采取静脉注射营养液来支持。 

1.3 评价方法 

诊疗满意度：利用我院调查表调查患者对诊疗工作开展
的满意度，评价总分 100 分，结果评为非常满意（超过 80 分）、
满意（60-80 分）、不满意（低于 60 分），非常满意率+满
意率结果为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并加强分析，

用（ x ±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差异用 t 进行检验，用（%）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 x 检验， P＜0.05 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效果 

对两组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对照组中显效
患者为 8 例，占 34.78%；有效患者为 7 例，占 30.43%；无效
患者为 8 例，占 34.78%，护理有效率为 65.22%。观察组中显
效患者为 10 例，占 43.48%；有效患者为 12 例，占 52.17%；
无效患者为 1 例，占 4.35%，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5.65%，数
据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效果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n=23 10（43.48） 12（52.17） 1（4.35） 22（95.65） 

对照组 n=23 8（34.78） 7（30.43） 8（34.78） 15（65.22） 

t 1.227 2.341 0.234 1.234 

p 0.234 0.121 0.345 0.21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对照组中非常满意为
10 例，占 43.48%；满意为 3 例，占 13.04%；不满意为 10 例，
占 43.48%，护理满意率为 56.52%。观察组患者中非常满意为
12 例，占 52.17%；满意患者为 9 例，占 39.13%；不满意患
者为 2 例，占 8.70%，护理满意率为 91.30%，数据比较存在
显著差异（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3 讨论 

呼吸衰竭作为呼吸内科疾病之一，严重者患者会出现呼
吸困难、缺氧等不良症状，若不对患者及时治疗便会加重患
者病情，对其生命造成威胁。现阶段重症监护护理在各大临
床护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良好的应用效果。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效果，对照组护理有效率为
65.22%；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5.65%，数据比较存在显
著差异（P<0.05）。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对照
组护理满意率为 56.52%；观察组护理满意率为 91.30%，数据
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综上，在呼吸衰竭患者中实施重症监护护理干预可提高
护理干预效果及满意度，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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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n=23 12（52.17） 9（39.13） 2（8.70） 21（91.30） 

对照组 n=23 10（43.48） 3（13.04） 10（43.48） 13（5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