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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护理

风湿病患者应用优质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刘迪 （诸城市人民医院，山东诸城  262200）

摘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对风湿病患者的实际效果。方法：随机选择2019年 7月~2020年 6月收治的162例风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及临床指标。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生理心理功能，以及躯体疼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结论：优质护理干预可以改善风湿病患者生理心理功能，减轻躯体疼痛，对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有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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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病是一组侵犯关节、骨骼、肌肉、血管及有关软组
织或结缔组织为主的疾病，其中多数为自身免疫性疾病。风
湿病患者多伴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疼痛，需要长期服药，
同时生活上的不便也会导致患者心理负担加重，出现抑郁、
自卑、悲观等不良心理，不利于治疗及预后。给予入院病人
优质的护理措施，对其心理、生活方式及饮食健康等进行科
学干预，可起到较好的护理成效。本研究对比分析优质护理
干预对风湿病患者的实际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62 例
风湿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1 例。观察组男
38 例，女 43 例；年龄 21~75 岁，平均年龄（45.21±4.16）
岁。对照组男 37 例，女 44 例；年龄 20~75 岁，平均年龄
（45.16±4.1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包括入院指导、特征检查、
医嘱用药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着重给予心理疏导、病房护理、
健康宣教等。（1）心理疏导。入院后仔细了解和观察患者心
理状态，针对其消极、抑郁及自卑问题，护理人员应主动与
患者接触，寻找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谈、沟通，引入正面
案例，激励患者树立治疗和生活信心；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
和困难，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爱，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以便于后期工作配合。（2）病房护理。给予患者一个良好的
住院环境，包括做好病房的通风和消毒工作，保持每次自然
通风时间不少于 30 min，调控适当的温湿度；病房内可适当
摆放绿植花卉，或者能帮助患者降低陌生感的少量私人物品。
（3）健康宣教。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应为患者详细讲解风湿
病的致病原因、危害以及治疗手段等，全面认识风湿病；指
导患者规律作息，切忌熬夜，避免劳累；做好患者的口腔清洁，
勤漱口、刷牙；注意饮食营养均衡，适当补充富含优质蛋白
以及维生素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忌吃辛辣刺激、高脂、过咸、
生冷类食物；指导患者适当运动和锻炼，如慢跑、散步、体操、

打太极等，提高抗病能力。[1]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总
满意度 =（满意例数 + 一般例数）/ 总例数 ×100%；比两组
护理后生理功能、心理功能、躯体疼痛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达 100%，高于对照组的 76.5%；观

察组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躯体疼痛指标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躯体疼痛评分比较（ ±s，分）

组别 n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疼痛情况

对照组 81 74.33±1.36 61.23±4.05 87.65±19.40

观察组 81 97.21±2.43 88.17±4.28 65.10±16.22

t 11.10 13.23 15.35

P 0.01 0.01 0.02

3 讨论
风湿病患者需要在治疗期间保持良好的心理与生理状

态，促进疾病康复。常规护理忽略患者的心理及生理实际需
要，影响治疗效果。优质护理干预给予患者全面指导和干预，
对改善其心理问题，缓解躯体疼痛，提高对疾病和治疗的认
识作用明显 [2]。本研究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躯体疼痛指标评分高于对照组，证实了优质护理
对风湿病患者护理的有效性，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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