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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概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功能：进行气体交换，

防御与免疫、神经内分

泌及代谢功能。 

病因：感染、大气污染、
吸烟、变态反应、创伤
及肿瘤等。

常见症状：咳嗽与咳痰、

咯血、胸痛和呼吸困难。

组成：呼吸系统包括呼
吸道、肺及胸廓。



病人，男，62，工程师。吸烟史35年，20支/天。慢性咳嗽、咳白色

黏液痰20年，每年至少持续3个月以上。无明显胸闷。3天前因上感出

现发热，咳嗽加剧，痰量增多，呈黏液脓性，不易咳出，来院就诊。

护理体检：T 38.5℃，P 106次/分，R 20次/分，BP 126/82mmHg。

神志清楚，两肺下部听诊可及散在湿啰音，心脏及腹部无著征。双下

肢无水肿。

初步诊断：慢性支气管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导入情景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 该病人存在哪些呼吸系统症状和体征？

2. 说出该病人主要护理诊断。

工作任务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知识目标：

1.掌握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身体状况及主要护理措施。

2.熟悉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健康史及主要护理诊断。

3.了解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目标和护理评价。

能力目标：

1.学会准确列出病人主要的护理诊断。

2.学会正确判断病人的病情变化。

3.能熟练掌握促进有效排痰的方法。
    

学习目标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素质目标：

1.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

2.具有良好的护患、护医和护护沟通能力。    

学习目标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重点
• 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难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及合作

性问题、护理措施。
难点
• 咳嗽、咳痰、咯血的特征性表现及护理。

重点难点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咳嗽与咳痰 概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咳 嗽
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症状，是一种呈突然、爆发性的呼吸

运动，是呼吸道黏膜受刺激引起的一种反射性防御动作，借以

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及气道内异物。

是借助咳嗽将气管、支气管内分泌物从口腔排出体外的动

作。咳嗽可伴或不伴咳痰。咳 痰



病因

1.呼吸道及肺部疾病：见于呼吸道及肺受炎症和理化因子等刺激，如气管炎、肺

炎、肺结核及支气管哮喘等。

2.胸膜疾病 如胸膜炎、自发性气胸等。

3.心血管疾病：如肺淤血、肺水肿等。

4.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缬沙坦、替米沙坦、贝拉

普利、依拉普利）等。

5.其他：如反流性食管炎、精神因素等。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一）健康史

护理评估

• 询问病人有无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

• 是否服用某些药物；

• 有无其他疾病如食管反流性疾病、脑炎、脑膜炎或精神性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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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1.咳嗽的性质

护理评估

干性咳嗽：指无痰或
痰量甚少的咳嗽。

湿性咳嗽：为伴有痰
液的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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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2.咳嗽的时间与病因

护理评估

咳嗽时间 常见病因

突然发作性咳嗽 急性咽喉炎、气管异物、支气管肺癌等

长期慢性咳嗽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肺结核等

晨起咳嗽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慢性肺脓肿等

夜间咳嗽 左心衰、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等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二）身体状况 3.咳嗽的音色及病因

护理评估

咳嗽音色 常见病因

嘶哑样咳嗽 声带炎、喉炎、喉癌及喉返神经麻痹等

犬吠样咳嗽 会厌或喉部疾患如喉炎、气管受压等

金属音调 肺癌压迫气管、主动脉瘤、纵隔肿瘤等

声音低或无声 极度衰弱或声带麻痹等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二）身体状况 4.痰的性状及病因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痰的性状 常见病因 痰的性状 常见病因

浆液-黏液痰 慢性支气管炎 脓痰 支扩、肺脓肿

黄色脓痰 细菌感染 铁锈色痰 肺炎球菌肺炎

砖红色胶冻痰 克雷伯杆菌肺炎 粉红色泡沫样痰 急性肺水肿

巧克力样痰 阿米巴肺脓肿 黄绿色痰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痰中带血 肺癌/结核/支扩 伴恶臭 合并厌氧菌感染



（二）身体状况 4.伴随症状及病因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伴随症状 常见病因
伴发热 呼吸道感染、支扩、肺结核、肺脓肿等

伴胸痛 肺炎、胸膜炎、自发性气胸等

伴呼吸困难 阻塞性肺气肿、大量胸腔积液、气胸、肺淤血、肺水肿等

伴咯血 肺结核、支扩、肺炎、肺癌、肺脓肿等

伴喘息 支气管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心源性哮喘、气管异物等

伴杵状指 支气管扩张症、肺癌、肺脓肿等



(三)心理-社会状况

频繁、剧烈的咳嗽，尤其夜间咳嗽或大量咳痰
者，常感疲乏、失眠、烦躁不安、抑郁、焦虑、
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正常的生活。痰中带血时病
人可出现紧张，甚至恐惧。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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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助检查

护理评估

• 血常规、痰液检查、胸部X线检查、血气分析及肺功能等各项检查，有助
于病因诊断及病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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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护理诊断/问题

1.清理呼吸道无效  与痰液黏稠、疲乏、胸痛等导致无效

咳嗽有关。
2.有室息的危险  与呼吸道分泌物增多、无力排痰、意识
障碍阻塞大气道有关。
3.焦虑  与频繁、剧烈的咳嗽影响休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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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目标

1.病人能有效排出痰液。
2.病人无窒息发生。
3.焦虑情绪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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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一、一般护理

1.环境及体位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安静，温度在18～22℃，湿度在50～60%，
尽可能让病人取高枕卧位或采取舒适坐位，保证病人充分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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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一、一般护理

2.饮食护理

高蛋白、高维生素、足够热量饮食，避免油腻、辛辣及刺激性饮
食；饮水量保证1500~2000m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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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二、促进有效排痰：常用胸部物理疗法

1.深呼吸和有效咳嗽

指导病人有效咳嗽：适用于神志清醒、一般状态良好、能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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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二、促进有效排痰：常用胸部物理疗法

2.胸部叩击

适用于长期卧床、久病无力咳嗽者。禁用于骨折及肿瘤的区域、肺
栓塞、严重胸壁疼痛、不稳定型心绞痛及有明显出血倾向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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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二、促进有效排痰：常用胸部物理疗法

3.气道湿化

适用于痰液黏稠难以咳出者。包括湿化治疗和雾化治疗两种方法。
治疗注意事项：
①防止窒息
②避免湿化不足及湿化过度
③控制湿化温度
④防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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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二、促进有效排痰：常用胸部物理疗法

4.体位引流

适用于痰液量较多排痰不畅、呼吸功能尚好者。体位引流是利用重
力作用使肺支气管内的分泌物排出体外，又称重力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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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二、促进有效排痰：常用胸部物理疗法

5.机械排痰

适用于痰液黏稠而无力咳出，意识不清排痰困难或建立人工气道者。
可经病人的口、鼻腔、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处进行负压吸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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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三、病情观察

• 密切观察咳嗽、咳痰的特点，记录痰液的颜色、量、性质，
注意有无痰液粘稠不易咳出及窒息等。正确收集痰液标本，
及时送检。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四、用药护理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 遵医嘱应用抗生素、止咳祛痰药等，注意观察药物疗效及副作用。



护理措施

五、心理护理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 指导病人了解相关知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给予心理支持，
缓解紧张焦虑情绪。



护理措施

六、健康指导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生活指导  指导病人避免咳嗽、咳痰诱因、合理营养和休息。

2.疾病知识指导  说明病因；教会病人及家属正确排痰的方法；遵医

嘱用药并注意药物的副作用。



护理评价

 1.病人能否进行有效咳嗽，痰量是否逐渐减少。
 2.病人是否发生窒息，或发生后是否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
 3.病人的焦虑情绪缓解。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小结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咯血 概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咯血（hemoptysis）指喉及以下呼吸道或肺

组织出血经口排出者。大咯血易导致窒息和休克，

必须抢救及时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病因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支气管疾病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支气管肺癌等。

2.肺部疾病 肺结核、肺炎、肺脓肿、肺癌、肺梗死等。

3.循环系统疾病  二尖瓣狭窄、动脉导管未闭等。

4.其他  如白血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白血病等血液病；

流行性出血热等急性传染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一）健康史

询问有无血液病、传染
病等病史。

询问有无循环系
统疾病病史。

询问有无支气管及肺
部疾病病史。

• 在我国，肺结核是引起咯血的最常见原因。



身体状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咯血的量分度

咯血分度 咯血的量 发病机制
小量 ＜100ml/d 炎症或肿瘤破坏支气管黏膜或病灶处毛细血

管，使黏膜下小血管破裂或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

中等量 100～500ml/d 病变直接侵蚀小血管引起破裂

大咯血 ＞500ml/d或＞
300ml/次

病变致小动脉瘤、小动静脉瘘、曲张的黏膜
下静脉破裂



身体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2.咯血的性状与病因



身体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3.伴随症状与病因

咯血的性状 常见病因

伴发热 肺结核、肺炎、流行性出血热等

伴胸痛 肺炎球菌肺炎、肺梗死等

伴脓痰 肺脓肿、支气管扩张、空洞性肺结核等

伴皮肤黏膜出血 血液病、流行性出血热等
伴杵状指 支气管扩张、肺脓肿及肺癌等



身体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4.窒息表现

• 大咯血时，病人出现情绪紧张、面色灰暗、胸闷及咯血不畅为窒息
的先兆，应予警惕。一旦出现表情恐怖、张口瞪目、双手乱抓、大
汗淋漓、唇指发绀及大小便失禁，甚至意识丧失提示窒息，应立即
报告医师配合抢救。



心理-社会状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病人初次咯血，往往比较紧张。大量咯血常引起

病人烦躁、焦虑，一旦窒息发生，病人及家属可产

生极度恐惧心理。



辅助检查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血常规检查可了
解病人有无贫血。

01

明确咯血的病因，
需做X线、CT、
ECG检查。

02



常见护理问题与诊断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恐惧 与突然咯血或咯血反复发作有关。

2.有窒息的危险 与大咯血时血液不能及时排除，

引起气道阻塞有关。



护理目标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病人恐惧焦虑的情绪得到有效缓解或消除；

2.病人咯血量、次数减少或咯血停止；

3.病人无窒息发生。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休息与体位

• 小量咯血者应静卧休息。
• 大咯血病人需绝对卧床，减少翻动。患侧卧位或平卧位头

偏向一侧，利于健侧肺通气或防止窒息，结核病人可防止
病灶扩散。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饮食护理

大咯血者暂禁食，小量咯血者宜进少量温凉流食。多

饮水，多食富含纤维素的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保

持大便通畅。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病情观察

 密切观察病人咯血的量、次数及速度，定时监测血压、脉搏、呼
吸、心率、瞳孔及意识变化。一旦发现窒息，立即报告医师协助抢救。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用药护理

1.咯血首选垂体加压素，使用时要控制滴速，高血压、冠心病、
心衰和妊娠者禁用。观察有无恶心、排便感、面色苍白、心悸、
腹痛及腹泻等不良反应。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用药护理

2.烦躁不安者，可适当给予镇静剂，如地西泮  5～10mg肌注，禁用吗
啡以免抑制呼吸。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用药护理

3.剧烈咳嗽病人，可给予小剂量止咳剂，年老体弱或肺功能不
全者慎用，以免抑制咳嗽反射，使血块不能咳出而发生窒息。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窒息的抢救配合

（1）立即置病人头低足高45°俯卧位，头偏一侧。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措施

窒息的抢救配合

（1）立即置病人头低足高45°俯卧位，头偏一侧。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2）及时清除口腔、鼻腔内血块。
（3）必要时立即行气管插管或气管镜直视下吸取血块。

（4）给予高流量吸氧或遵医嘱应用呼吸中枢兴奋剂。
（5）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监测血气，警惕再窒息的发生。

窒息的抢救配合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生活指导 指导病人保证休息，防止过度劳累和情绪激
动；戒烟；减少刺激性气体吸入；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
高热量，丰富矿物质饮食。

疾病知识指导 向病人及家属解释预防呼吸道感染的重要
性，以免诱发咯血。定期复查，有病情变化及时就医。



护理评价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病人咯血是否逐渐减少或消失，情绪是否稳定，
是否出现并发症。



小结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胸痛 概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是由于胸内脏器或胸壁组织病变累及壁胸膜

引起的胸部疼痛。主要由胸部病变所致。



胸 痛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常见病因：
（1）胸壁疾病   皮肤、肌肉、肋骨及肋间神经的炎症和损伤。

（2）心血管疾病   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包炎、心神经官能症等。

（3）呼吸系统疾病  胸膜炎、气胸、肺炎 、肺癌、肺梗死等。

（4）纵膈疾病   纵膈炎、纵膈肿瘤、纵膈脓肿等。

（5）其他。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 询问病人有无胸壁、纵膈疾病；

• 有无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

• 有无膈下脓肿、肝脓肿等。

健康史



1. 部位固定伴压疼见于胸壁病变。

2. 出现成簇水泡且沿肋间神经分布伴剧痛见于带状疱疹。

3.  胸骨后或心前区，向左肩、左前臂放射，见于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4.  尖锐刺痛，随咳嗽或深呼吸而加重，见于胸膜炎。

5.  屏气或剧烈咳嗽后突发剧烈胸痛，伴呼吸困难见于自发性气胸。

6.  胸骨后、呈烧灼样疼痛，见于食管病变。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身体状况

胸疼的
特点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身体状况

2.伴随症状

胸痛伴咳嗽、咯

血者提示肺部疾

病如肺炎肺结核

、 支气管肺癌等

伴呼吸困难常提示

肺部大面积病变如

肺梗死、气胸及渗

出性胸膜炎等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心理-社会状况

胸痛发作时常使病人
产生烦躁不安、焦虑，
甚至恐惧心理。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辅助检查

• 胸部X线、心电图、心脏彩超及胸部CT等检查，可协助病因诊断。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主要护理问题/诊断

•  疼痛:胸痛  与病变累及壁胸膜或肋骨、胸骨及肋间神经等

有关。

病人胸痛减轻或消失。

护理目标



胸痛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主要护理问题/诊断

•  疼痛:胸痛  与病变累及壁胸膜或肋骨、胸骨及肋间神经等

有关。

病人胸痛减轻或消失。

护理目标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休息与体位

• 协助病人采取舒适体位。
胸膜炎、肺结核病人取患
侧卧位，利于健侧代偿呼
吸。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病情观察

• 严密观察胸痛出现的时间、
部位、性质、程度及诱因。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心理护理

说明胸痛原因及护理措施，减轻病人紧张情绪:取得
病人信任，争取配合治疗与护理。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协助缓解胸痛的措施

1.指导病人在咳嗽或深呼吸时用手按压疼痛部位制动；

2.呼气末用宽胶布(约15cm固定患则胸廓，减小呼吸幅度；

3.局部冷湿敷或肋间神经封闭疗法;

4.胸痛剧烈者，遵医嘱应用镇痛药;

5.指导放松疗法，如局部按摩、穴位按压、听音乐等，转移病人的注意力。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健康指导

1.生活指导指导病人避免诱因；戒烟。

2.疾病知识指导说明胸痛病因；教会病人减轻疼痛
方法:按医嘱用药，勿滥用止痛药。



护理评价

 1.病人胸痛是否减轻或缓解。

 2.病人是否能否配合治疗和护理。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小结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肺源性呼吸困难
概念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呼吸闲难(dyspnea)是指病人主观感觉空气不足、呼吸费力客观

有呼吸频率、深度与节律改变，辅助呼吸肌也参与呼吸运动等

体征。

肺源性呼吸困难是指由呼吸系统疾病引起通气和(或)换气功能

障碍，造成缺氧和(或)二氧化碳潴留。



肺源性呼吸困难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常见病因：
（1）呼吸道疾病 如喉头水肿、气管异物、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2）肺部疾病如肺炎、肺结核肺不张、肺淤血、肺梗死等。

（3）胸膜疾病  如气胸、大量胸腔积液等。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 详细询问病人有无呼吸道，肺及胸膜等疾病病史

健康史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肺源性呼吸困难分类、发病机制及特点

身体状况

①吸气性呼吸困难
                   
②呼气性呼吸困难
                   
③混合性呼吸困难

病人呼吸困难时的表现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肺源性呼吸困难分类、发病机制及特点

身体状况

①吸气性呼吸困难

发病机制：大气道狭窄堵塞（见于上呼吸道狭窄）。
特点：吸气费力、吸气时间延长。三凹征（胸骨上窝、锁骨
上窝、肋间隙）。
常见病因：气管异物、喉头水肿、气管或大支气管的炎症等
引起。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肺源性呼吸困难分类、发病机制及特点

身体状况

②呼气性呼吸困难

发病机制：肺泡弹性减退或小气道狭窄堵塞（下呼吸道部分梗阻时）。

特点：呼吸费力、呼气时间延长等症状。

常见病因：如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导致小支气管痉挛性狭窄。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1.肺源性呼吸困难分类、发病机制及特点

身体状况

③混合性呼吸困难

发病机制：病变广泛，肺呼吸面积减少，影响换气。

特点：表现吸气和呼气均费力。

常见病因：重症肺炎、肺结核、大量胸腔积液、气胸等。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2.呼吸困难的分度

身体状况

分度 临床表现

轻度 能与同年龄健康人以同样速度平地行走，但不
能登高或上台阶

中度
能在平地以自己的速度行走或行走中需休息，
不能与同年龄健康人以同样速度行走

重度 讲话、脱衣时也感到呼吸困难，不能外出活动



肺源性呼吸困难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3.伴随症状与病因

身体状况

伴随症状 常见病因

伴发热 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

伴胸痛 肺炎、胸腔积液及自发性气胸等

伴昏迷 休克型肺炎、肺性脑病等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心理-社会状况

病人可出现焦虑、紧张、烦躁、失眠、甚至
恐惧等心理。因生活和工作能力丧失，可产
生悲观、沮丧等心理。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辅助检查

1.动脉血气分析检查有
助于判断缺氧或氧化碳
潴留的程度。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辅助检查

2.肺功能测定有助于了
解肺功能障碍程度。



肺源性呼吸困难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辅助检查
3.胸部x线、CT检查可协助病因诊断。



肺源性呼吸困难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常见护理诊断/问题

1.气体交换受损 与呼吸道狭窄、呼吸面积减少及换气功能障
碍等有关。

2.活动无耐力   与组织缺氧有关。



护理评估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护理目标

1.病人呼吸困难减轻或消失。

2.病人活动耐力逐渐提高。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一般护理

1.休息与体位：合理休息，安置舒适体位，酌情取前倾
坐位或半卧位，以利于呼吸。
2.饮食护理：予足够热量、丰富维生素 、易消化、 少
产气食物，酌情补足水分。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一般护理

3.氧疗：缓解呼吸困难最有效的措施。依据病情采取面罩法、鼻导
管法或鼻塞法给氧。根据病情和血气分析结果采取不同的氧流量和
浓度，以缓解症状。必要时机械通气。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病情观察

观察呼吸频率、深度、节律及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如有异常，及时
报告医师并协助处理。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用药护理

遵医嘱应用抗生素、支气管舒张剂、祛痰剂及呼吸兴奋剂等，观察
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心理护理

给予心理安慰，增加巡视次数，缓解其紧张情绪。
烦躁病人设法分散其注意力，指导病人进行深而
慢的呼吸，以缓解症状。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呼吸训练

指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进行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锻炼。



护理措施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健康指导

• 1.生活指导   指导病人合理休息，保证睡眠;适当锻炼，
提高机体抵抗力及活动耐力。

• 2.疾病知识指导  避免引起呼吸困难的病因及诱因；说
明氧疗重要性，合理氧疗；戒烟。



护理评价

 1、病人呼吸困难是否减轻。

 2、活动耐力是否逐渐增加。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小结

第一节 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征的护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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