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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感染多重耐药菌的作用效果

李雨珂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探究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感染多重耐药菌的临床作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9 例，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结果：经护理干
预后，实验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明显优于对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应用综合护
理干预，对防控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具有重要作用，具有突出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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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的肺部疾病，在发病过
程中患者主要表现为咳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近年来由于环
境、人们饮食生活等因素的影响，该疾病的发病概率呈上升趋势，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1]。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治疗
周期较长，抗生素的长期使用容易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力逐渐下降，
同时缺乏高效的护理工作，会增加患者出现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
险，不但给医疗人员的护理及治疗工作增加难度，同时也会加重患
者身体及经济负担 [2]。选取本院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期间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多重耐药菌的 98 例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探究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9 例。对照组中男患者 27 例，女患者 22 例，
年龄 28~72 岁，平均年龄（49.23±4.34）岁 ；实验组中男患者 26
例，女患者 23 例，年龄 29~74 岁，平均年龄（48.19±5.12）岁。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比。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常规痰液采集、

抗菌消毒护理，常规饮食、药物护理等。
1.2.2 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具

体内容如下。
1.2.2.1 消毒护理 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病房进行每日紫外

线消毒，使用含氯的消毒液对患者的医疗器械消毒，对患者周围物
体的表面进行相关消毒杀菌。

1.2.2.2 排痰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气道、口腔的痰液
进行及时处理，从而避免患者发生细菌感染。

1.2.2.3 气道护理 护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无菌
性护理操作，从而有效避免因护理人员操作问题导致患者发生感
染。

1.2.2.4 隔离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对已经发现感染的患者
需要进行隔离护理，同时要做好隔离警示工作，有效避免发生交叉
感染。

1.2.2.5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需及时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
根据患者的具体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

1.2.2.6 病情监测 护理人员在健全护理工作过程中，需实
时监测患者的病情，特别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一定要密切关注其
咳痰量、颜色等情况 ；通过不断提高对患者细菌感染的警惕性，有
效避免患者细菌感染问题的出现，同时做到尽早发现及时诊断、治
疗。

1.3 观察指标
为探究实验结果，本院对比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干预后多重耐

药菌感染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0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 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护理后，实验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比较 [n(%)]

组别 n 鲍曼不动
杆菌

金黄色葡
萄球菌

铜绿假单
胞菌

肺炎克雷
伯菌

总感染情
况

实验组 49 1 1 1 1 4
对照组 49 6 7 6 8 27

χ2 － 3.846 4.900 3.846 5.995 24.960
P － 0.049 0.027 0.049 0.014 0.000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临床表现多为咳嗽、气喘、呼吸困难

等症状。经研究发现，该病患者病情持续加重的重要原因是由于
患者的呼吸道感染所引起，其中大部分是细菌感染，导致患者的治
疗周期延长，加重患者身体及经济负担 [3]，因此需通过有效的护理
方式对患者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情况进行有效控制。有研究指
出，对该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包括通过护理干预中的隔离制
度、杀菌消毒护理、加强患者的病房管理等措施，可有效预防控制
患者的多重耐药菌感染，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4]。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采用综合护理干预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进行护理工作，可有效
控制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

综上所述，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采用综
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控制和预防患者的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具有
突出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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