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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
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光学
仁怀市人民医院 贵州 遵义 564500

【摘要】目的:分析护理干预对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 1 年 1
月期间的 45 例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分析护理前后的负性情绪、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与护理前相比较,患者的相关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得到了明显优化(P <0.05)。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均得到了减少(P <
0.05)。结论:对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减少负性情绪,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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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来说,主要是由新型病原微生
物引起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疾病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果
未能够进行有效控制,很容易影响社会稳定性。该疾病的主要
症状常见于乏力、高热、头痛、呼吸急促等,在病情发展下还会
出现呼吸衰竭,严重者会导致患者死亡[1]。对患者进行治疗时
还需要进行护理干预,为此,本研究选取 45 例新发呼吸道传染
病患者,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 1 年 1 月期
间的 45 例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范 22
~75 岁,平均年龄(47.1±5.2)岁,其中,发热 1 2 例,呕吐 1 3
例,咳嗽 8 例,腹泻 7 例,呼吸急促 5 例。我院伦理委员批准本
研究,所有患者均知情,自愿参,且签署同意书。

1.2 方法 对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时,所采取的内容如下:

1.2.1 隔离杀菌 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隔离,不管
是疑似传染者,又或者是确诊感染者都需要进行隔离。护理人
员进出隔离室也需要穿配防护服,定期对隔离室进行杀菌消
毒,对隔离区作出详细划分,将清洁区和污染区分开来。

1.2.2 健康教育 护理人员要对患者以及家属实施健康
教育,讲解相关疾病的知识,让他们充分认识到隔离的重要性,
从而提升其依从性,还要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讲解相
关注意事项。

1.2.3 心理干预 当患者处于隔离状态时,不少患者都
会出现负性情绪,护理人员需要帮助他们消除负面情绪,为他
们提供相关书籍,或者播放音乐视频等,使患者放松心情。

1.2.4 病情监控 全面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变化,对患
者进行抗感染以及祛痰护理,如果患者出现呼吸衰竭,又或者
是低氧血症,则需要进行机械通气,如果患者体温过高,可以进
行物理降温,或者药物降温。

1.2.5 合理用药 护理人员要遵医嘱用药,尤其要合理
地使用抗生素等。当患者病情有所缓解之后,还要指导患者进
行呼吸训练,改善患者抵抗力。在用药期间要对相关不良反应
进行记录,从而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1.2.6 康复期护理 当患者进入康复期之后,护理人员
需要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避免出现后遗症。护理人员不仅要
和患者交流,也需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
生,保持平和心态,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从而优化护理内容,
使患者病情尽快康复。

1.3 指标观察 护理前后,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
对 SAS 评分、SDS 评分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 SPSS
 

20.0 版本进行数
据分析,使用 t 检验方法分析计量资料(x±s),结果 P <0.05
表示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对比 与护理前相比较,患者的相
关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得到了明显优化(P<0.05),详情见表 1。

2.2 护理前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对比 与护理前相
比较,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均得到了减少(P<0.05),详情
见表 2。

表 1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生理机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护理前 45 6 7.2±7.5 69.5±10.1 65.2±7.2 71.2±7.4
护理后 45 75.8±8.1 76.6±8.5 70.4±7.5 76.6±7.9
t 值 5.21 3.79 3.36 3.35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护理前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护理前 45 5 5.13±2.06 5 3.22±4.15
护理后 45 38.54±2.12 37.50±3.01
t 值 3 7.648 20.570
P 值 0.000 0.000

3 讨论
急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属于一种较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传

染性比较强,诊断以及治疗难度相对较大。由于临床症状比较
复杂,很容易造成误诊,如果未能够进行有效治疗和控制,很容
易出现大面积传染,从而威胁社会公共安全[2]。现阶段,针对
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给予了高度关注,需要早发现、早治疗、
早隔离等等,由于不同患者的病情表现具有诸多差异性,所以
对患者进行具体治疗的过程中还要进行护理干预。由于新发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临床治疗方法比较有限,这就使得临床护
理工作是重要的医疗项目,护理质量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病情康
复。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对该疾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能够让
患者以积极心态战胜疾病,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也能够让患
者平稳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为病情康复奠定了基础[3]。除此之
外,对该疾病患者进行护理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对患者生活习
惯进行纠正,让患者注意卫生,提升患者自我保护意识,这对病
情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患者在护理干预过程中都能
够积极主动地配合医务人员,保持护患关系的和谐性,患者既
能够感受到温暖,也能够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这对控制感染
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4]。

在本研究中,与护理前相比较,患者的相关生活质量指标
评分得到了明显优化(P<0.05)。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均
得到了减少(P<0.05)。

综上所述,对新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还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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