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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栓塞患者动脉介入溶栓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WT1基因在监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中的临床意义

PBL教学模式在口腔种植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应用的效果评价

急性左心衰竭患者不同院前急救模式的疗效

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热疗辅助放疗治疗晚期肝癌的效果分析

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比较情况

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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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对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舱治疗患者
的应用效果观察

耿静

（汪清县中医院 , 吉林 汪清 133200）

摘要：目的   探究患者因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入院治疗时，在高压氧舱治疗情况下给予其整体护理的效

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不同护理方案作用，即研究我院40例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舱治疗患者（2021年4月

至2022年4月），对照组（一般护理），研究组（整体护理），分析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结果   实施后，研

究组非常满意和较满意人数分别为7例和12例，得出总率为95.00%，两组对比得出研究组优（χ2=10.157，

t=0.001）；对比生活质量发现，两组护理实施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而实施后，研

究组四部分为（85.42±7.74）分、（86.84±6.35）分、（75.39±6.89）分、（84.26±6.77）分，所有皆高于

对照组（t=5.821，P＜0.001；t=6.434，P＜0.001；t=2.950，P=0.005；t=5.112，P＜0.001）。结论   就对照

组实施方案而言，其护理效果弱，而研究组下的整体护理则成效好，实施价值高，能提升满意度和增强患

者生活质量，因此研究组方案推广价值高且值得广泛应用。

关键词：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舱；整体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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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主要是因呼吸道吸入

大量一氧化碳引起，患者中毒后首先要让其

完 全 脱 离中毒 环 境，随 后 立即 入院 就 诊 [ 1 ]。

临床上对于中毒患者常为其实施药物治疗和

一般处理，重点在于挽救患者生命，而近年

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临床救治措施更加多元

化，其中高压氧舱治疗便是一种安全性、治

愈率高的新型治疗方案，因此，在此疗法应

用广泛的情况下，各人员重视医院发展，以

求提升治疗效果，增强医院口碑，进而得出

护理方案改进需求 [2-3]。一般护理是临床适用

范围广的常见护理方案，但其在护理针对性

方面表现较弱，所以对于此类患者而言，其

护理效果不明显，而整体护理是经过各人员

细致讨论后提出的新型护理方案，此护理能

全面满足患者需求，可弥补常规护理不足，

为此，本文从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两方面进行

分析，探究整体护理开展价值 [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舱治疗

患者；选取年限：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例

数：40例。纳入标准：（1）患者具有急性一氧

化碳中毒典型症状，医疗人员为其实施高压氧

舱治疗；（2）无一氧化碳中毒史，身体素质相

对较好或者年龄＜85岁；（3）不存在中途死

亡情况，家属配合度高或者学历为小学及以上

沟通能力好；（4）患者入院时家属从旁陪伴

且能够主动办理入院手续。排除标准：（1）

因其他原因导致昏迷；（2）具有慢性疾病患

病史，身体耐受度较差；（3）不属于高压氧

舱治疗适应证；（4）患者为妊娠期（或者哺

乳期）妇女；（5）存在严重器官病变情况。剔

除标准：（1）要求停止治疗；（2）要求转院

治疗。对照组（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

19~62岁，平均（50.24±1.23）岁。研究组（20
例）：男11例，女9例；年龄20~63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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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1.47）岁。两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可予以研究对比。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一般护理。护理人员安排患者入院，辅助

完成紧急救治工作，待患者情况好转时给予出

院指导。

1.2.2   研究组

整体护理。

（1）以人为本，明确护理需求。护理人员

需要将患者和疾病看作整体，因此需要向家属

了解患者生活背景、中毒现场情况和中毒程度

等，预测患者护理配合度和确定护理重点，分

析疾病并发症和治疗干扰因素等，前瞻性的消

除不良危险因素。另外，需要注重中毒后应激

情况，为患者构建安全的环境，比如保持室内

通风，使患者能够明显感受到空气对流情况，

在建立空气流通的情况下还需注意并发症影

响，需要指导患者注意保暖，合理调节室内稳

定，避免患者处于过冷环境引发肺炎情况。对

于中毒程度较轻的患者，需要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而对于中毒严重患者，

则要加强疾病管理，做好治疗保障工作，其他

护理内容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除向家

属了解情况外，在患者入舱治疗前，需要积极

与其沟通，关注其对治疗方案是否还有疑虑和

不安，若观察其面部表情和肢体表达发现其存

在较强不安心理，便需要给予鼓励，与其家属

共同为其做好心理建设，保证患者在安心放松

的情况下接受治疗。

（2）保障护理：包含治疗前指导工作、

治疗时保障工作和治疗后稳定工作。①确保

患者认可治疗方案，做好心理建设后辅助其

完成准备工作，首先需要细致讲解准备内容、

意义和注意事项，内容：排便工作（意识清醒

则让其主动排尽大小便，昏迷则为其留置导尿

管）、易燃易爆品排查工作（包含手机、打火

机等）、张嘴和吞咽练习工作、保暖工作、镇

静干预、呼吸道干预和心理护理。以上工作开

展时要求护理人员专业细致，保持同理心，注

重人文关怀，尊重患者隐私，而呼吸道干预工

作主要针对昏迷患者，但同样要在清洁环节中

手法轻柔，避免刺激。对于意识清醒患者，人

员需要告知保暖需求，而对于昏迷患者，则需

利用棉被包裹患者身体。而镇静工作则属于灵

活护理内容，主要针对存在躁动不安的患者，

对于配合度高的患者不用镇静干预，实施鼓励

和心理支持即可。心理护理：主要针对意识清

醒（或者年龄较大）患者，可明确告知治疗安

全性，比如说：本年实施此疗法治疗案例较多

且成功率高，前段时间对患者随访发现所有人

员已经能够正常生活，所以您也要信任医生，

积极配合治疗。对于年龄较小患者，也可说：

此疗法是非常先进的治疗方案，治疗舱非常安

全，只需要你保持放松尝试一下。

②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察压力情况，保

持压力稳定，灵活实施减压操作。预期压力持

续一个小时，治疗期间观察患者是否有不适反

应，若有则需通过窗口不断与其交谈，指导其

放松身体，缓慢适应内部环境，当到达预定治

疗时间后，便需要护理人员实施减压操作，此

阶段重点在于指导患者正确吞咽和张嘴，使其

机体即咽鼓管适应当前情况。

③预见性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重点评估

其意识和瞳孔，一旦发现异常则迅速反馈给

医疗人员，让其进行对症处理。另外，当患者

转移至病房后，确保其身体和心理稳定时，要

开始进行治疗舱消杀工作，主要选用紫外线

进行消毒，从而降低交叉感染率，而以上工作

结束后，对于仍处在昏迷状态的患者，还需要

为其进行鼻饲营养支持，避免其出现营养不良

情况，最后就清醒患者，则指导其摄入流质食

物，促使其缓慢恢复正常饮食。

（3）后遗症管理：中毒较轻患者后遗症

较轻，所以可早期给予基础护理，比如卫生护

理、按摩干预和饮食及运动指导（饮食前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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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栓塞患者动脉介入溶栓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WT1基因在监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中的临床意义

PBL教学模式在口腔种植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应用的效果评价

急性左心衰竭患者不同院前急救模式的疗效

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热疗辅助放疗治疗晚期肝癌的效果分析

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比较情况

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101

流质食物为主，可适当采取营养液干预补充其

机体缺失的营养元素，增强身体素质，而后期

则需重点为患者补充优质蛋白和富含维生素

食物，促使其早期康复）等，促使各项后遗症

缓慢复原，而对于中毒严重患者，则需要实施

脑水肿防治工作，比如辅助脱水治疗，提前准

备好脱水剂、脑细胞激活剂和中枢神经兴奋剂

等，减少昏迷时间，确保脑细胞功能恢复。在

实施此治疗干预时，护理人员需要重视输液情

况，观察是否发生渗血、输液量过多情况，另

外还需辅助医疗人员进行血气分析，同时根据

病情变化给予降温处理和镇静干预，促使患

者在治疗期间尽量处于舒适状态，从而降低其

排斥情绪，而对于仍处在昏迷状态的患者，因

治疗中脱水剂的干预，所以仍要留置导尿管，

注意导管卫生，避免感染情况。而昏迷患者常

出现尿失禁情况，所以护理人员还需实施卫生

干预，避免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不良情况，最

后，对于昏迷时间久，长期卧床的患者，还需

给予翻身干预，避免压疮情况。

（4）健康宣教：当患者情况稳定近期可出

院时，需要将疾病预防手册交给患者及家属，

手册中包含煤气中毒预防和急救常识、热水器

安装常识和浴室通风常识、车内发动机和空调

机安全常识和一氧化碳报警器装置安装必要

性推广等，保障健康宣教，促使患者们远离一

氧化碳侵害。另外，在出院前，还需对患者进

行心理状态评估，确保其无自卑、创伤后应激

障碍等消极心理状况，若发现其存在类似消极

情绪，在需为其实施加强心理指导，比如专业

心理暗示和心理疏导等，避免患者在出院后因

不良心理状态无法迅速回归正常生活。最后，

在患者出院一段时间后，需要实施定期随访，

确保患身体和生活状况良好，无异常情况，若

在随访中发现异常现象，则需引导患者入院复

诊，确保护理延续性。

1.3   观察指标

（1）满意度指标评定：将护理工作开展后

患者满意程度进行分析，最终通过不记名打分

的方式汇总非常满意人数（患者重度症状明显

减轻，治疗效果显著提升，家属十分认可护理

工作价值，主动打分，分值为3分）人数、较满

意（护理效果明显且对疾病治疗有较大促进作

用，患者家属心中对各项工作无疑虑，使得其

能够完全依从各项工作，打分环节积极配合，

分值为2分）人数、不满意（对治疗无促进作

用，患者家属对护理工作存在较大疑虑，护理

期间具有不配合护理工作的情况，护士和患者

家属之间关系紧张）人数，计算满意总人数，

得出总率，数值高则护理成效好，患者认可度

高，工作完成度高。

（2）生活质量指标评定：依照量表，探究

每组实施前后日常生活情况，最终综合分析身

体及心理质量、营养情况、物质生活和社会功

能，各内容得分高即情况优，开展价值高。

1.4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20.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s）、

计数资料分别实施t检验与χ2检验对比。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满意度

较 对 照 组 ， 研 究 组 人 数 多 即 总 率 高

（P < 0.05）。见表1。

表 1   满意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20 2 8 10 10（50.00）

研究组 20 7 12 1 19（95.00）

χ2 10.157

P 0.001

2.2   生活质量

较对照组，研究组得分高（P < 0.05）。见

表2。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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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中毒是因一氧化碳与患者机体血

红蛋白异常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导致血

红蛋白正常携氧能力丧失，出现组织窒息的情

况 [5]。此情况会导致患者出现头痛和无力等较

轻疾病症状和呼吸困难、昏迷和死亡等较重疾

病症状，而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则是指患者大量

吸入一氧化碳的情况，因而会导致患者出现重

症症状，患者极其可能产生不可逆性损伤和死

亡，因此需要急救干预和对症治疗 [6]。高压氧

舱可按照加压介质、氧舱容量和使用功能等进

行划分，其属于新型疾病治疗技术，对于急性

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此技术主要发挥其氧疗机

制，可通过迅速增加患者体内血氧含量，促使

与一氧化碳结合后产生的碳氧血红蛋白离解，

进而使得一氧化碳充分排除患者体外，从而纠

正缺氧状态，避免机体组织损伤，防止疾病后

遗症，避免不良结局[7-8]。此疗法效果良好，优

点较多，若医院想要普及此疗法，还需增强疗

效，提升疾病治愈率，因此，护理人员提出，

可在此疗法治疗情况下，改善护理方案，保障

治疗[9]。

整体护理是护理人员提出适用于此类患

者的新型护理方案，此护理基本框架包含人、

环境健康和护理，主要要求护理人员重视病人

基础需求和文化需求，因而可使护理模式向全

面、科学、系统和有计划性方面发展 [10-11]。对

于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舱治疗患者，对其

实施此护理可提升疗效，解决疾病和健康问

题，实现早期康复，使得患者迅速回归正常生

活，表1 和表2 证实，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提升，

生活质量增强，证实此护理价值，表明此护理

效果良好，值得应用，而分析原因发现，此疾

病对患者的危害性极大，所以实施早期恰当的

疾病治疗非常重要，但在治疗中发现，治疗依

从性、安全性和后遗症等需要护理全面保障，

而一般护理无法实施优质护理作用，但经整体

护理理念要求，护理人员可通过需求分析，明

确个体化护理目标，进而通过满足护理需求，

使得护理价值体现，人民满意度提升，康复效

果明显，出现以上结果，所以，有计划地实施

工作，按照需求特定护理程序，从而可使得护

理对策按照病人情况修正和调整，进而避免护

理对策一成不变情况，能促使治疗中各项问题

得已解决[12]。

综上所述，不论是想要提升医院口碑还是

实现治疗方案普及，即明确护理改进需求，则

需制定优质护理方案，而对于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高压氧舱治疗患者，以上讨论证实，整体护

理便是典型优质护理方案，可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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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活情况对比（ ±s，分）

组别 例数 身体及心理质量 营养情况 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对照组 20 67.26±7.29 71.58±7.29 62.99±6.46 73.21±7.03 59.63±7.41 69.12±6.55 62.58±5.67 73.58±6.44

研究组 20 68.03±7.37 85.42±7.74 63.91±6.22 86.84±6.35 59.57±7.52 75.39±6.89 62.61±5.43 84.26±6.77

t 0.332 5.821 0.459 6.434 0.025 2.950 0.017 5.112

P 0.742 ＜ 0.001 0.649 ＜ 0.001 0.980 0.005 0.986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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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栓塞患者动脉介入溶栓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WT1基因在监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中的临床意义

PBL教学模式在口腔种植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应用的效果评价

急性左心衰竭患者不同院前急救模式的疗效

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热疗辅助放疗治疗晚期肝癌的效果分析

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比较情况

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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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以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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