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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室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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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室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在我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 80 例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参考组和实

验组，各 40 例，参考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更短，且相关

肺炎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

护室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护理中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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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neumonia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80 pneumonia 
patients who receiv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reatment in our intensive care unit from January 2023 to Nov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cidence of related pneumonia,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and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pneumon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neumonia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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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属于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病症之一，具

有起病急、病情重、进展快等特点，常引发患者呼吸衰

竭等危重并发症，严重时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1-2]。机

械通气是重症肺炎患者的常用治疗方法，它能显著提

升患者的呼吸功能并减少死亡率。然而，在使用机械通

气的过程中，患者容易并发相关性肺炎，从而影响其疗

效及康复进程。因此，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重

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管理，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

护室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以期

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在我院重症监护

室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 80 例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参考组和实验组，各 40 例。参考组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59-97 岁，平均年龄（75.08±
8.64）岁；实验组中，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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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岁，平均年龄（75.98±8.60）岁。两组资料差异不

大（P>0.05）。纳入标准：①符合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

②接受机械通气治疗；③无严重的心、肝、肾等器质性

疾病；④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患有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②有机械通气禁忌症；③

合并其他严重感染；④资料不全或中途退出研究。 
1.2 方法 
参考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病情监测、呼吸道

管理、体位护理、营养支持等。实验组接受综合护理干

预，具体如下： 
（1）心理护理：积极与患者交流，掌握其心理状

态和需求，并提供必要的慰藉与激励，以消除其负面情

绪，增强信心和治疗配合度。此外，向患者及其家属普

及疾病的有关知识、治疗手段及护理关键，提升其认知

水平及自我管理能力。 
（2）呼吸道管理：定期为患者翻身、拍背，促进

痰液排出；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和异物，保持呼吸道

清洁；根据患者病情和痰液性质，选择合适的吸痰方式

和频率，避免过度吸痰导致呼吸道黏膜损伤；定期更换

呼吸机管道和湿化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减少交叉感

染的风险。 
（3）体位护理：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舒适度，协助

患者变换体位，如半卧位、侧卧位等，保持呼吸道通畅

和脊柱的自然弯曲；使用气垫床或软垫，减少皮肤受

压，预防压疮的发生；定时为患者受压区域进行按摩，

以促进血液流通。 
（4）营养支持：根依据患者的营养水平和疾病需

求，规划适宜的饮食方案，确保提供富含高质量蛋白

质、充足热量且易于消化吸收的食物；对于不能进食或

进食不足的患者，采用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保证患者

的营养摄入；定期监测患者的营养指标和体重变化，及

时调整饮食计划。 
（5）康复锻炼：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在病情稳

定后，应尽早进行康复锻炼，以促进肺功能的恢复和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针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及康复需求，量

身定制个性化的康复运动方案，包括床上活动、坐立训

练、步行训练等；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和咳嗽

训练，提高呼吸肌力量和排痰能力。 
（6）家属支持：主动与家属进行沟通，了解家属

的需求和担忧，给予心理支持和指导；向患者家属阐明

病情和治疗计划，以增强家属的理解程度和协作意愿；

鼓励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护理和康复工作，为患者提

供情感支持和照顾。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患者从开始机械通气到撤机的时

间；记录两组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时长；记录两组患者

在机械通气期间发生相关性肺炎的例数，计算发生率。 
（2）干预结束后向患者家属发放自制的护理满意

度调查问卷，问卷中包含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三个

层次的评价选项，总满意度=满意占比+非常满意占比。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统计软件处理，采用 χ²检验

计数资料，t 检验计量资料，以%和（ ）表示，

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及相关性

肺炎发生率 
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

间明显更短（P<0.05），且相关肺炎发生率明显更低

（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相较于参考组，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

（P<0.05）。 
3 讨论 
机械通气是重症肺炎患者常用的治疗手段，通过

提供持续或间歇性的呼吸支持，有效改善患者的呼吸

功能，降低病死率[3]。然而，机械通气过程中，患者易

发生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这不仅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和复杂性，亦可能促使病情进一步加剧，致使住院时长

增加，甚至可能诱发医患间的冲突与纠纷[4]。因此，对

于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采取适当的护理干预措施

至关重要。 

表 1  两组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及相关性肺炎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机械通气时间（ sx ± ，d） 住院时长（ sx ± ，d）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n(%)] 

实验组 40 6.80±1.60 16.28±2.50 2（5.00） 

参考组 40 9.31±2.33 27.33±3.51 10（25.00） 

t/χ² - 5.784 16.218 15.686 

P -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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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 

实验组 40 1（2.50） 16（40.00） 23（57.50） 39（97.50） 

参考组 40 9（22.50） 17（42.50） 14（35.00） 31（77.50） 

χ2 - 
 

18.286 

P - 0.001 

 
常规的护理干预，如病情监测、呼吸道管理等，在

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护理中至关重要，但存在局限

性[5]。特别是在心理支持上，常规干预常忽视患者心理

状态，易引发焦虑、恐惧，影响疗效。同时，在康复锻

炼和家属支持方面，常规干预缺乏个性化指导，难以满

足患者全面需求。为了克服常规护理干预的局限性，提

高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护理效果，综合护理干预

应运而生。综合护理干预是一种全面、系统、个性化的

护理模式，它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综合考虑患者的生

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6]。在这一模式下，本研究实施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

包括心理护理，旨在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强其战胜

疾病的信心；呼吸道管理，确保呼吸道畅通无阻，减少

并发症风险；体位护理，优化患者体位，提升舒适度并

预防压疮；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病情调整饮食，保障营

养摄入；康复锻炼，促进患者体能恢复；以及家属支持，

强化家庭支持网络，提升患者整体康复质量[7]。这些措

施协同作用，旨在全方位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显著提

升治疗效果及预后水平[8]。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参考

组，实验组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更短，相关

性肺炎发生率更低，且护理满意度显著更高。这充分说

明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室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

护理中的显著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在重症监护室重症肺炎

机械通气患者的护理中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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