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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模式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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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为了有效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活质量，因此

本文探讨精细化护理模式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肺结核患者进行深入研究，对比

常规护理和精细化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各项评分以及 SF-36 评分和 SAS、SDS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存在对比意义（P＜0.05）。结论 精细化护理模式是通过个性化的护理方案、细致

的病情观察、强化的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护理与支持，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进而提升肺结核患者生活质量、缓解

其焦虑和抑郁情绪，以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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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fined nursing model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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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s an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re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fined 
nursing mode in the nursing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Methods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uberculo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nd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ref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nursing care, as well as the SF-36 
score,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refined nursing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hrough personalized nursing plans, detailed disease observation, strengthened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re and support, there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alleviating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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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PT）传染性、发病率、死亡率均较高[1]，

其发病的主要原因是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该病可累及

全身多个器官，主要症状为低热、食欲减退、乏力、盗

汗、消瘦等，严重者还会有呼吸困难，对患者生活质量

影响严重，是我国重点管理的传染病之一[2-3]。尽管现

代医学的进步使得肺结核的治疗手段更加多样化和高

效，但由于肺结核的治疗需要长期服用抗结核药物，药

物副作用较多，且多数患者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自

我管理能力较差等原因，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和疾病

传播的控制。精细化护理模式是一种基于个体化、全程

化、全面化、规范化、连续性、多学科协作等原则的护

理模式[4]，与传统的常规护理相比，精细化护理模式更

加强调护理过程中的细节处理和患者的个体需求，通

过系统化的护理方案来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

治的 90例肺结核患者，严格遵循随机化的统计学原则，

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措施）和观察组（精细化护

理模式），所有患者均符合《肺结核基层诊疗指南（实

践版·2018）》[5]诊断标准，通过胸部 X 线、痰涂片、

痰培养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者。排除疑似肺结核病变

和其他肺部疾病者，合并恶性肿瘤者、处于妊娠期及哺

乳期的女性，存在精神疾病史者，患有严重心、肝、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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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器官严重衰竭者，各组基本数据开展综合性分析与 比对无差异（P＞0.05），可对比。 

表 1  患者一般资料对比（x±s） 

组别 例数 男女比例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对照组 45 29:16 58.41±10.63 5.28±2.03 

观察组 45 30:15 58.59±10.48 5.13±2.07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实施肺结核住院患者常规护理方法

进行护理，在患者入院后，需要为肺结核患者提供舒适、

整洁的隔离环境，做好每日的病房通风、紫外线消毒等

工作，从而有效防止病菌传播[6]。治疗期间严密监测患

者的病情变化，通过常规营养支持，提升患者的免疫能

力，指导患者用药，同时为患者发放有关肺结核的宣传

资料，使其进行疾病知识的学习，并且叮嘱注意事项，

以促进其康复。 
1.2.2 观察组： 
（1）个性化治疗：护理人员应详细了解患者的病

史、药物过敏史等信息，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变化，密

切关注患者的体温、咳嗽频率及性质、痰液颜色与量、

体重变化等关键指标，定期复查胸片和肝功能，及时发

现并处理异常情况，并向医生反馈，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此外，对于耐药性肺结核患者，还需特别关注其药物敏

感性测试结果，以选择最合适的抗生素组合。 
（2）药物管理：向患者详细解释每种药物的作用

机制、可能的副作用及应对策略，告知患者按时按量服

用抗结核药物，不随意停药，可采用智能药盒确保患者

按时按量服药。 
（3）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

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日常饮食以高蛋白、高热量以及

维生素丰富的食物为主，保证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

对于食欲不振的患者，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增加食

物的摄入量，并提醒患者多饮水，每日饮水量在 1.5-2.0L。 
（4）加强健康教育：通过举办健康讲座、发放宣

传册、使用数字媒体平台等方式，普及肺结核的病因、

传播途径、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及药物不良反应和早期

识别症状的重要性等，从而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减少

疾病复发和传播的风险。同时鼓励患者家属参与健康

教育活动，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照顾患者、预防疾病

传播等，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早睡早起、

戒烟戒酒、适量运动，教会患者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处

理痰液、进行家庭隔离等，以减少疾病对家庭成员和社

会的威胁。 
（5）心理护理：肺结核的治疗周期较长，患者往

往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应

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应用平等的态度来面对患

者，使用访谈或者是主导引导方法让其将内心真实的

感受说出来，通过倾听、非言语沟通和情感支持来安慰、

鼓励患者，使其积极配合治疗。同时鼓励患者积极参加

社交活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并邀请已经康复的病友分

享经验和心得体会，以相互鼓励，共同面对疾病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调

查表，共 5 个维度，各 100 分）、生活质量（采用 SF-
36 评分表进行评估）以及心理状态（采用 SAS、SDS
评估两组负性情绪严重程度）。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用 t 检验（x

±s），用 χ²检验[n（100%）]，若 P＜0.05 说明存在对

比意义。 
2 结果 
3 讨论 
2023 年全球结核病报告（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3）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约有 1060 
万人罹患结核病，较 2021 年的 1030 万有所上升[7]，

对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对比（x±s） 

组别 例数 护理态度 操作技能 护患交流 健康指导 心理疏导 

对照组 45 84.96±5.42 88.30±7.59 86.18±5.52 84.34±2.50 85.67±3.25 

观察组 45 90.22±5.80 90.86±7.35 91.02±5.38 89.42±2.03 91.81±2.16 

P /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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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对比（x±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SF-36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 66.90±3.21 49.80±5.47 62.91±2.68 46.53±6.12 70.34±2.50 80.29±3.56 

观察组 45 66.91±3.18 45.43±5.42 62.92±2.66 40.92±6.76 70.42±2.33 90.42±3.14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针对肺结核患者，采用隔离治疗看护可切断传染

源，对提高治疗安全性具有重要作用，而在隔离治疗的

过程中，患者心理状态不良，生活质量下降，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治疗进程[8]。精细化护理模式是一种以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为核心，注重细节管理和个性化护理

的先进护理理念，首先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每位患

者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和护理计划，期间密切监测

患者的生命体征、症状变化及药物反应，及时发现并处

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不良反应；通过关注患者的心

理健康和有效沟通，帮助患者减轻其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以此来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通过向患者及家属普及健康知识、掌握正确的用药方

法和调整生活习惯及疾病管理技能等，提高患者的患

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和和自我保健能力，以减少疾病复

发和传播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对肺结核患者实施个性化

治疗、药物管理及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和营养支持等措

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并

改善其负性情，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有效控制

疾病的发展并减少其传播风险，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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