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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护理对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医院感染的控制效果评价
唐苗苗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目的：探究预防性护理对老年呼吸疾病患者资源感染的控制效果。方法：将2019年 1月至2020年 3月之间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老年病科收治的82名老年呼吸疾病患者纳入本次临床研究，根据就诊顺序对患者进行编号，并参照随机数表将所有病例平均分成实验组、对

照组，每组样本容量为41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消炎、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在此基础之上，对照组给予常规分级护理，实验组则由预防

性护理提前介入，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5.53±2.50）d，对照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8.39±3.17）d，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对比，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实验组总有效率为92.7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预

防性护理能够有效改善院内呼吸系统感染状况，显著提升老年呼吸疾病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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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老年人患呼吸疾病的风险随年龄的

增长而增加。中医学则认为：“风邪上受，首先犯肺”。此外，

随着环境污染以及空气质量的恶化，我国肺部疾病发病率逐年

上升。老年患者在院治疗过程中，长期卧床或开放性有创检查

均有较高的肺部感染风险。与此同时，老年患者由于自身免疫

能力不足，通常也是院内获得性肺部感染的高发群体。针对以

上引发老年呼吸疾病医院感染的因素，本文通过收集临床病例，

采取预防性护理提前介入的形式，目的在于有效降低医院感染

的发生率，提升老年患者呼吸疾病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9年 1月至 2020年 3月之间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老年病科收治的82名老年呼吸疾病患者纳入本次临床

研究，根据就诊顺序对患者进行编号，并参照随机数表将所有

病例平均分成实验组、对照组，每组样本容量为41例。其中

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例为17∶ 24，年龄（61~79）岁，平均年

龄（68.15±3.50）岁；实验组患者男女比例为20∶ 21，年龄

（65~77）岁，平均年龄（70.50±2.15）岁。经统计学检验，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年龄60周岁以上，经临床医生确诊为呼吸系统疾病且自愿参与

本次临床研究者。排除标准：精神类疾病、意识模糊、危重症

患者及其他经临床医生判断不宜参加临床研究的患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消炎、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在此

基础之上，对照组给予常规分级护理，实验组则由预防性护理

提前介入，具体内容如下。①在全院范围内，加强无菌操作步
骤学习，提升医护人员的无菌观念，是通过医疗卫生宣传教育

提升医护人员对院内感染的预防意识；②呼吸内科、老年病科
等相关科室制订院内感染防治相关的临床路径，加强病房的卫

生管理，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保证空气流通；③护理人员在
进行换药、打针的操作时，应严格无菌操作规范，提前做好手

部消毒工作，每接触一个患者都应对手部进行消毒，避免交叉

感染；④加强护理常识宣传，传授给病人必要的护理常识，辅
助做好患者的个人卫生，保证病房干净整洁；⑤建立常态化的
感染防治体系，管床医生应注意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出现各

种不良反应及致病菌耐药性提升；⑥对于长期卧床、行动不便
的患者，护理人员应定期对患者进行翻动和按摩，预防坠积性

肺炎。对原发性肺部感染的换位应采取单独病房隔离治疗的形

式，第一时间明确患者肺部疾病是否存在传染风险，加强防控

意识；⑦注重护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除向患者及家属普及相
关安全卫生常识外，护理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不适反应及情绪变化，注重加强医患沟通，做到异常体征的

早发现、早报告。

1.3 观察指标

①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根据实验室检查结果和
患者临床体征的控制情况加以判断；②结合患者的平均住院时
间，比较两组护理方式与住院时间治疗的变化关系。

2  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平均住院时间见表1，实验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为（5.53±2.50）d，对照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

（8.39±3.17）d，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对比，经统计学检验，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实验组总有效率为92.7 %，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对比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及临床疗效[n(%)]
组别 n 住院时间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1 5.53±2.50 20（48.8）10（24.4）8（19.5）3（7.3）38（92.7）

对照组 41 8.39±3.17 14（34.1）8（19.5）13（31.7）6（14.6）35（85.4）

注：两组相对比，P＜0.05

3  讨论

预防性护理是降低院内感染的最为有效途径之一，尤其是

老年患者，在患者原发性慢性疾病或外部创伤的基础上，更容

易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严重下降。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

患者院内感染比重占比最高，达60 %以上。通过规范临床护理

行为，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妥善应对呼吸疾病患者院内感染等

问题 [1]。

经本次临床研究表明，在预防性护理提前介入的情况下，

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较常规护理模式而言显著缩短。临床药物

治疗的有效率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就院内感染的防治而言，

通过规范医护人员的临床操作，降低非必要的有创手术探查、

严格无菌管理及病房隔离制度、加强病房卫生管理是切断院内

感染扩散的关键。

综上所述，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提升临床药物治疗的综合

疗效，缩短平均住院时间。其他学者通过临床研究发现，预防

性护理同时也能够降低老年呼吸疾病患者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同时收获更高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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