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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观察重症医学科棬旈旑旚斿旑旙旈旜斿斻斸旘斿旛旑旈旚棳斏斆斦棭重症肺炎接受机械通气治疗患者实施综合护理的

临床效果暎方法暋选取既往棾棽例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斏斆斦重症肺炎患者作为常规组棳及现阶段棾棽例接受机械

通气并治疗的斏斆斦重症肺炎患者作为干预组暎机械通气治疗期间棳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椈干预组实施综合护理干

预暎结果暋干预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常规组椈通气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暎结论暋综合

护理干预模式对接受呼吸机机械通气治疗的斏斆斦重症肺炎患者临床效果显著暎

关键词暋综合护理干预椈机械通气椈斏斆斦椈重症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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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重 症 肺 炎 是 临 床 上 常 见 的 严 重 危 及 患 者 生 命

的 疾 病 暎 目 前 对 此 类 患 者 进 行 有 效 治 疗 仍 是 非 常

棘 手 的 问 题 棳而 脱 离 呼 吸 机 时 间 成 为 决 定 救 治 成 功

与 否 的 关 键 椲棻椵暎 本 文 对 采 取 常 规 护 理 模 式 的 斏斆斦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作 为 常 规 组 棳采 取 综 合 护 理 干 预 模 式

的 斏斆斦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作 为 干 预 组 棳对 两 组 的 临 床

效 果 进 行 了 比 较 暎 报 道 如 下 暎

棻暋资料和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随 机 选 取 棽棸棻棻 年 棽 月 至 棽棸棻棽 年 椄 月 棾棽 例 接

受 机 械 通 气 治 疗 采 取 常 规 护 理 的 斏斆斦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作 为 常 规 组 棳选 取 棽棸棻棽 年 椆 月 至 棽棸棻棿 年 棽 月 棾棽

例 接 受 机 械 通 气 治 疗 采 取 综 合 护 理 干 预 模 式 的

斏斆斦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作 为 干 预 组 暎 常 规 组 男 棻椆 例 棳

女 棻棾 例 椈年 龄 棽椂暙椃棿 岁 棳平 均 棬椀棻灡椃暲棾灡椆棭岁 椈患

病 时 间 棻棽暙棾棿斾棳平 均 棬棽棾灡椄暲棻灡椆棭斾椈干 预 组 男 棽棸

例 棳女 棻棽 例 椈年 龄 棽棿暙椃棾 岁 棳平 均 棬椀棽灡棽暲棿灡椀棭岁 椈

患 病 时 间 棻棾暙棾椂斾棳平 均 棬棽棿灡棻暲棽灡棽棭斾暎 两 组 在 年

龄 暍患 病 时 间 上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棳具 有 可 比 性 暎

棻灡棽暋方法

按 照 标 准 化 流 程 执 行 暎

心 理 护 理 椇采 取 多 种 形 式 与 患 者 交 流 棳如 语 言 暍

手 势 暍写 字 板 暍图 画 等 棳对 患 者 安 抚 和 心 理 疏 导 棳使

用 鼓 励 性 语 言 和 手 势 棳减 轻 患 者 对 疾 病 的 畏 惧 心

理 棳增 强 战 胜 疾 病 信 心 椲棽灢棾椵暎 指 导 患 者 探 视 家 属 与

患 者 交 流 棳在 病 情 允 许 情 况 下 棳根 据 心 理 需 求 棳可 请

患 者 家 属 进 入 病 房 给 予 心 理 疏 导 和 安 慰 暎

人 工 气 道 管 理 椇观 察 痰 液 性 状 暍颜 色 暍黏 稠 度 及

痰 量 暎 对 痰 量 大 暍颜 色 深 棳痰 液 呈 现 黄 色 或 绿 色 同

时 体 温 明 显 升 高 者 棳注 意 是 否 肺 部 感 染 椲棽椵暎 观 察 呼

吸 频 率 及 动 度 暍心 律 暍血 氧 饱 和 度 暍血 气 分 析 等 棳及

时 处 理 并 报 告 医 生 暎 定 期 检 查 气 囊 压 力 暍插 管 深

度 暍固 定 带 松 紧 暍气 管 插 管 棬套 管 棭是 否 松 动 棳气 道 是

否 通 畅 棳有 无 食 管 返 流 等 暎 气 囊 管 理 是 人 工 气 道 管

理 的 一 个 重 要 环 节 棳合 适 气 囊 压 力 既 可 防 止 气 道 漏

气 棳保 证 有 效 通 气 量 棳阻 止 口 腔 内 分 泌 物 暍食 管 返 流

进 入 气 道 棳又 可 防 止 气 道 黏 膜 损 伤 棳减 轻 气 道 刺 激 暎

吸 痰 护 理 椇棻棭吸 痰 管 的 选 用 椇根 据 气 管 插 管 的

内 径 及 气 道 长 度 选 用 合 适 的 吸 痰 管 暎 标 准 吸 痰 管

质 地 透 明 暍软 韧 暍长 度 适 中 棳其 外 径 不 超 过 气 管 插 管

内 径 的 棻棷棽
椲棿椵暎 吸 痰 管 粗 硬 暍插 入 过 深 棳致 气 道 阻

塞 暍痉 挛 暍缺 氧 棳产 生 吸 引 负 压 过 大 棳使 肺 泡 陷 闭 棳缺

氧 及 损 伤 气 道 暎 吸 痰 管 细 软 暍插 入 过 浅 棳吸 痰 管 易

阻 塞 棳影 响 吸 痰 效 果 暎棽棭吸 痰 适 应 症 椇严 格 掌 握 适

应 症 棳采 用 适 时 吸 痰 技 术 椲椀椵暎 吸 痰 间 隔 根 据 病 情 而

定 棳如 气 短 暍咳 嗽 暍咳 痰 暍痰 鸣 音 暍痰 液 增 多 暍气 道 压

力 上 升 暍气 道 压 力 报 警 暍血 氧 饱 和 度 降 低 棳应 及 时 吸

痰 暎 患 者 感 胸 闷 暍呼 吸 困 难 棳要 求 吸 痰 时 再 吸 痰 暎

患 者 翻 身 叩 背 暍雾 化 治 疗 后 暍气 管 插 管 或 套 管 护 理 暍

更 换 呼 吸 机 管 道 暍调 节 呼 吸 机 参 数 时 应 判 断 是 否 需

要 吸 痰 暎棾棭吸 痰 方 法 椇吸 痰 前 首 先 要 检 查 胃 内 残 余

情 况 棳胃 排 空 不 良 者 棳餐 后 棻棸暙棾棸旐旈旑 内 者 棳除 非

紧 急 情 况 棳应 延 迟 吸 痰 椲椂椵暎 若 需 要 气 囊 放 气 棳应 先

清 理 口 咽 部 分 泌 物 棳必 须 更 换 吸 痰 管 再 吸 痰 暎 神 志

清 楚 者 做 好 吸 痰 前 心 理 疏 导 棳鼓 励 主 动 咳 嗽 棳配 合

操 作 棳提 高 吸 痰 效 果 棳减 少 并 发 症 暎 推 荐 雾 化 吸 入 暍

翻 身 拍 背 暍吸 痰 方 法 暎 吸 痰 前 应 吸 入 高 浓 度 氧 气 或

棸棸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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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氧 棻暙椀旐旈旑暎 单 人 吸 痰 操 作 前 先 给 予 纯 氧 棻暙

棽旐旈旑棳双 人 操 作 前 使 用 简 易 呼 吸 气 囊 在 氧 流 量 椂暙

椄斕棷旐旈旑 下 膨 肺 棻暙棽旐旈旑棳可 有 效 预 防 缺 氧 暎 吸 痰

负 压 调 在 棿棸灡棸暙椀棾灡棾旊斝斸 之 间 暎 吸 痰 时 间 每 次 不

超 过 棻椀旙棳需 再 次 吸 痰 应 间 隔 棾旐旈旑 以 上 棳连 续 吸 痰

操 作 不 超 过 棾 次 暎 痰 液 黏 稠 时 可 气 管 内 注 入 无 菌

生 理 盐 水 椀暙棻棸旐旍或 预 先 雾 化 吸 入 棳使 痰 液 变 稀 暎

必 要 时 支 气 管 镜 下 肺 泡 灌 洗 吸 痰 暎 若 吸 痰 时 心 率 暍

血 压 和 血 氧 饱 和 度 明 显 异 常 棳应 立 即 停 止 吸 痰 棳及

时 吸 氧 棳直 至 恢 复 到 吸 痰 前 的 水 平 暎

营 养 支 持 椇营 养 状 态 是 影 响 患 者 康 复 的 重 要 因

素 椲椃椵暎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应 激 状 态 下 棳能 量 及 蛋 白 质 代

谢 明 显 增 加 棳出 现 负 氮 平 衡 和 低 蛋 白 血 症 棳免 疫 功

能 低 下 暎 营 养 不 良 会 使 咳 痰 无 力 棳加 重 呼 吸 衰 竭 暎

饮 食 原 则 以 高 热 量 暍高 蛋 白 暍高 维 生 素 流 质 饮 食 为

主 棳分 次 鼻 饲 棳根 据 胃 肠 排 空 情 况 每 次 控 制 在

棽棸棸旐旍左 右 棳每 棽 小 时 棻 次 暎 必 要 时 可 静 脉 营 养 支

持 棳补 充 脂 肪 乳 暍氨 基 酸 暍血 浆 暍血 制 品 等 棳及 时 纠 正

低 蛋 白 血 症 暎

感 染 控 制 椇严 格 无 菌 技 术 操 作 暎 呼 吸 机 湿 化 器

贮 罐 内 灭 菌 蒸 馏 水 暍过 滤 纸 需 每 日 更 换 棳操 作 严 格

保 持 无 菌 暎 及 时 倒 除 呼 吸 机 管 路 贮 水 罐 所 收 集 的

冷 凝 水 棳调 整 呼 吸 管 路 高 度 棳贮 水 罐 处 于 管 路 的 最

低 位 棳防 止 冷 凝 水 倒 流 入 湿 化 器 和 呼 吸 道 暎 呼 吸 机

管 路 暍接 头 应 每 隔 棽 天 更 换 消 毒 棻 次 暎 病 房 空 气 每

日 棽 次 紫 外 线 消 毒 暎 对 感 染 患 者 棳尤 其 是 多 重 细 菌

感 染 患 者 棳采 取 隔 离 措 施 暎 医 疗 器 械 及 用 物 必 须 经

过 严 格 的 消 毒 处 理 棳减 少 医 源 性 感 染 因 素 椲椄椵暎

口 腔 护 理 椇采 用 刷 牙 与 冲 洗 法 口 腔 护 理 棳选 用

复 方 立 口 定 漱 口 液 棳重 点 擦 洗 舌 面 暍硬 腭 和 牙 齿 棳每

日 棽暙棾 次 棳必 要 时 棿暙椂 次 棳减 少 口 腔 内 细 菌 滋 生 暎

若 有 食 物 返 流 暍口 腔 分 泌 物 过 多 应 及 时 口 腔 吸 痰 及

护 理 暎

体 位 及 翻 身 排 痰 护 理 椇平 卧 位 易 食 物 反 流 棳是

误 吸 及 下 呼 吸 道 感 染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椲椆椵暎 若 无 禁 忌 棳

应 棾棸曘暙棿椀曘半 卧 位 暎 每 棽 小 时 翻 身 护 理 棳叩 背 棳排

痰 棳预 防 坠 积 性 肺 炎 暎 肺 部 理 疗 可 有 效 促 进 排

痰 椲棻棸灢棻棻椵暎

气 道 湿 化 的 管 理 椇气 道 湿 化 是 保 持 呼 吸 道 通

畅 暍预 防 肺 部 感 染 的 重 要 措 施 暎 如 吸 入 气 体 湿 化 不

足 棳痰 液 黏 稠 棳更 易 黏 附 暍积 聚 在 支 气 管 内 棳阻 塞 气

道 棳使 吸 入 气 体 在 肺 内 分 布 不 均 棳通 气 棷血 流 比 降

低 棳加 重 缺 氧 暎 随 气 道 湿 化 程 度 降 低 肺 部 感 染 率 会

升 高 暎 吸 入 气 体 温 度 控 制 在 棾棽暙棾棿曟棳相 对 湿 度

控 制 在 椆椀棩暙棻棸棸棩棳绝 对 湿 度 不 低 于 棾棾旐旂棷

斕
椲棻棽椵暎

棻灡棾暋疗效评价方法

显 效 椇缺 氧 状 态 完 全 纠 正 棳痰 量 完 全 或 基 本 恢

复 正 常 棳肺 啰 音 明 显 减 轻 棳胸 片 或 胸 部 斆斣 检 查 显

示 正 常 椈有 效 椇缺 氧 症 状 较 前 缓 解 棳痰 量 及 肺 部 啰 音

有 所 减 少 椈无 效 椇异 常 症 状 和 体 征 的 改 善 程 度 不 明

显 棳胸 片 或 胸 部 斆斣 检 查 显 示 炎 性 症 状 无 好 转 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采 用 统 计 学 软 件 斢斝斢斢棻椃灡棸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暎

棽暋结果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两组患者重症肺炎患者治疗效果比较椲旑棳棬棩棭椵

组别 旑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常规组 棾棽 椆棬棽椄灡棻棭 棻棿棬棿棾灡椄棭 椆棬棽椄灡棻棭 棽棾棬椃棻灡椆棭

干预组 棾棽 棻棾棬棿棸灡椂棭 棻椃棬椀棾灡棻棭 棽棬椂灡棾棭 棾棸棬椆棾灡椃棭

氈
棽 椀灡棾椃椆棸

棸灡棸棽棸棿

暋暋 不 良 反 应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两组患者重症肺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椲旑棳棬棩棭椵

组别 旑 不良反应

常规组 棾棽 椃棬棽椀灡棸棩棭

干预组 棾棽 棻棬椂灡棾棩棭

氈
棽 棿灡棽椂椂椃

棸灡棸棾椄椆

棾暋体会

在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临 床 护 理 工 作 中 棳进 行 及 时 暍

有 效 的 心 理 疏 导 能 够 显 著 增 加 患 者 战 胜 疾 病 的 信

心 棳配 合 治 疗 椈适 时 标 准 化 吸 痰 技 术 能 减 轻 患 者 痛

苦 棳提 高 吸 痰 效 率 棳减 少 并 发 症 椈合 理 暍有 效 的 营 养

支 持 可 改 善 蛋 白 质 合 成 棳提 高 患 者 抵 抗 力 椈严 格 无

菌 技 术 操 作 棳可 减 少 医 源 性 感 染 椈口 腔 护 理 可 避 免

咽 部 细 菌 寄 殖 棳降 低 感 染 发 生 率 椈正 确 的 体 位 及 机

械 排 痰 棳能 有 效 防 止 误 吸 棳预 防 坠 积 性 肺 炎 棳避 免 再

次 感 染 椈气 道 湿 化 利 于 排 痰 暍吸 痰 棳使 呼 吸 道 保 持 通

畅 棳预 防 和 控 制 肺 部 感 染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棳对 斏斆斦 重 症 肺 炎 患 者 在 接 受

机 械 通 气 治 疗 的 过 程 中 实 施 综 合 护 理 干 预 措 施 棳可

显 著 提 高 患 者 治 疗 效 果 棳降 低 不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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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进 行 全 面 评 价 暎 积 极 探 索 开 卷 考 试 暍口 试 暍网 络

评 价 等 多 种 形 式 相 结 合 的 评 价 暍考 核 方 式 暎

棾灡棿暋积极探索网络思政的方法和手段

我 校 的 思 政 课 建 设 充 分 利 用 互 联 网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棳加 大 了 网 络 思 政 教 育 平 台 的 建 设 暎通 过 主 题

教 育 网 站 暍思 政 课 课 程 网 站 暍网 络 资 源 共 享 课 棳给 学

生 提 供 庞 大 的 充 分 的 思 政 课 优 质 课 程 资 源 暎

我 校 思 政 课 利 用 主 动 翻 转 课 堂 暍学 习 娱 乐 化 暍

个 性 化 发 展 暍形 象 性 暍立 体 化 和 网 络 化 的 教 学 手 段 棳

为 学 生 创 造 个 性 化 学 习 的 空 间 棳确 立 学 生 在 教 学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棳培 养 其 利 用 现 代 多 媒 体 网 络 资 源 进 行

自 主 学 习 的 能 力 暍信 息 素 养 及 分 析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暎 思 政 课 教 师 在 提 高 自 身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原 著

理 论 素 养 和 业 务 能 力 的 同 时 暍提 高 了 对 网 络 和 以 微

博 暍微 信 为 代 表 的 各 种 新 媒 体 的 运 用 能 力 棳做 到 网

络 和 新 媒 体 对 学 生 影 响 到 哪 里 棳思 政 课 的 教 学 和 影

响 和 干 预 跟 到 哪 里 棳有 效 实 现 两 个 舆 论 场 的 有 效 对

接 暎 积 极 开 展 慕 课 等 教 学 模 式 的 创 新 与 实 践 棳学 会

通 过 新 的 网 络 载 体 传 播 正 能 量 暍弘 扬 主 旋 律 暎

棾灡 暋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改革

我 们 把 实 践 教 学 纳 入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总 体 规 划 棳

制 定 实 践 教 学 大 纲 棳结 合 专 题 理 论 教 学 的 内 容 确 定

实 践 教 学 的 主 题 和 目 标 暎 我 们 成 功 申 报 并 承 担 了

省 高 校 工 委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暥医 学 院

校 思 政 课 运 用 主 体 教 育 开 展 暟知 行 合 一 暠的 实 践 教

学 模 式 研 究 项 目 暦的 研 究 棳设 计 了 暟一 主 多 辅 暠的 实

践 模 式 暎 思 政 课 的 实 践 教 学 不 再 是 暟课 堂 教 学 棲 社

会 实 践 暠的 简 单 叠 加 棳而 是 利 用 实 践 教 学 促 进 课 堂

教 学 的 改 革 棳克 服 课 堂 教 学 和 社 会 实 践 各 自 的 片 面

性 棳体 现 社 会 即 学 校 暍生 活 即 教 育 的 现 代 教 育 的 哲

学 理 念 椲椀椵暎 医 学 院 校 的 思 政 课 实 践 教 学 今 后 应 结

合 医 学 院 校 的 特 点 棳围 绕 医 学 生 如 何 服 务 社 区 暍临

床 实 习 生 的 医 德 教 育 和 医 患 关 系 的 现 状 等 方 面 多

做 实 践 调 查 暎

思 政 课 的 改 革 能 否 落 实 棳能 否 取 得 成 效 棳关 键

在 于 广 大 思 政 课 教 师 暎 这 需 要 我 们 思 政 课 教 师 不

断 提 高 业 务 素 质 和 理 论 素 养 棳增 强 自 身 的 文 化 自 觉

和 理 论 自 信 棳不 断 提 升 道 德 水 平 和 职 业 素 养 棳努 力

做 到 理 论 最 深 厚 暍思 想 最 活 跃 暍师 德 最 高 尚 棳真 正 把

思 政 课 教 学 作 为 一 项 事 业 而 为 之 奋 斗 终 生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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