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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平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留学归国人员,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现为南华大学

护理学院副院长,兼任湖南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智库专家,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循证护理专委

会副主委,青年科普创新专委会常委,护理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 主要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研

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

优青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等 10 多项科研课题。 以第一和通信作者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其中 SCI 论文 20 余篇。 获得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湖南省教

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影响。 护士在这场抗“疫”战争中体现了护理的重

要性和专业性。 对新冠肺炎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对病情的恢复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对新冠肺炎应急护理管

理、患者护理和护理研究最新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后续护理及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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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has caused great threat and effect on human beings. Nurses in this “ epi-
demic” reflected the importance and professionalism of nursing. Provid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s essential to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the latest de-
velopments in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clinical nursing, and nursing research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llow-up nurs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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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第一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
19),简称“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波
及全球,其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
WHO 将其列为“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
IC) [1-2]。 截止北京时间 3 月 3 日 24 时中国新冠肺

炎患者已累计确诊高达 80 270 人,累计死亡病例

2 981 例[3];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3 月 3 日上午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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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 64 个国家确诊新冠肺炎 10 566 例,死亡共计

166 例[4]。 疫情全球蔓延,对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极

大威胁和影响。 据统计,全国 4. 2 万医护人员驰援

武汉, 其 中 护 士 是 2. 86 万, 占 医 疗 队 总 数 的

68% [5]。 护士在这场抗“疫”战争中需密切接触患

者,根据患者病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对于患者

病情的转归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对新冠肺炎相关

护理及研究最新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后续临床护

理和研究提供参考。

1　 新冠肺炎的护理应急管理

制定和快速实施完善而合理的应急预案是救

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成功的前提。 在应对此次突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各级医院护理部通过建立三

级梯队、合理统筹医疗资源、充分发挥管理部门职

能、多部门联动,构建疫情应急响应医院护理管理

体系,尽力保护医护人员安全, 提高抗 “疫” 水

平[6-8]。 主导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分诊护士对就诊病

人进行甄别、检查和快速分流,实施有效的预检分

诊,提高工作效率[9]。 将预检筛查关口前移,在院

前广场搭建 4 顶野战医疗帐篷,在环境通风的状态

下完成对患者的分流、初筛、检测,避免交叉感

染[10]。 实施三通道管理,尤其在繁忙应对疫情的同

时还成立了护理科研团队,以期为新冠肺炎的护理

探索新的有效应对措施[11]。 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

保障,指导护士正确选择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对

于护士佩戴护目镜容易被呼出气体形成雾气,影响

护理操作的情况,可用防雾剂涂抹镜片、洗洁精擦

拭、留置针贴膜封闭口罩上缘等方法应对[12]。 积极

预防医务人员器械相关压力性损伤。 研究显示[13],
液体敷料和水胶体敷料用于鼻面部皮肤护理能有

效降低护士鼻面部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这些宝贵

的临床护理应急措施值得借鉴。

2　 新冠肺炎患者的护理

2. 1　 一般护理与支持

嘱患者卧床休息,多饮水,保持水电解质平衡,
护理操作尽量轻柔集中,保证患者充足的休息和睡

眠。 重视患者营养状况,积极提供营养支持。 若患

者能主动进食,指导其选择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

素、易消化饮食,以确保充足热量;如若患者无法经

口进 食, 应 于 48 h 内 开 始 肠 内 营 养 ( Enteral
Nutrition,EN)支持;如有 EN 禁忌症,则采用肠外营

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支持;一直无法自行进

食或 EN 支持,则采用 PN,同时加强对患者生命体

征、病理生理状态进行监测[14]。 给予有效氧疗支

持,注意调节氧流量和氧浓度,并指导患者用氧安

全。 对生活不能自理患者给予生活护理,注意口

腔、皮肤、排泄护理与支持。
2. 2　 病情观察

新冠肺炎患者轻者仅表现为低热、乏力、干咳

等,容易被患者自身忽视,需提醒注意、加以甄别。
钟南山院士团队指出,就诊时近一半患者无发热主

诉,然而随着病程发展, 近 90% 患者会出现发

热[15]。 因此针对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需动态评估。
重症患者多在感染后 1 周出现呼吸困难和 /或低氧

血症,严重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
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脓毒症休克、代
谢性酸中毒、出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多器官功能衰

竭,危及患者生命。 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血氧

饱和度变化,关注血常规、尿常规、生化指标、胸部

影像学等检测结果。 重症患者需尽早收入 ICU 治

疗,医护密切合作[16]。
2. 3　 用药护理

需严格执行三查八对制度,遵医嘱按精确的剂

量给药。 用药期间密切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 磷

酸氯喹会引起眼睛毒性、心脏毒性、严重锥体外系

疾病等不良反应[17]。 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可能引起

恶心、呕吐、腹泻、肝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18]。 利巴

韦林常见不良反应为食欲减退、胃部不适等消化系

统症状,甚至可能出现溶血性贫血[1]。 阿尔多比常

见不良反应为消化道症状[18]。 如发现不良反应及

时报告医生给予处理。 α 干扰素雾化吸入治疗全身

不良反应较其他给药途径少,但需对于特殊人群选

择合适的雾化给药方案,同时应警惕雾化过程中产

生的微生物气溶胶潜在的传播风险,需注意职业防

护[19]。 在新冠肺炎早期干预用药时,嘱患者按医嘱

服用藿香正气胶囊、连花清瘟胶囊等,应加强风险

评估和监测警戒。 对于重型、危重型患者中药注射

剂和中药汤剂可考虑联合使用[20]。 注意根据病情

和用药调节输液滴速。 宋艳等[21] 进行输液流程优

化改进,经济指标下降,工作效率提升,新冠肺炎患

者满意度提高。
2. 4　 重症护理

密切观察重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变

化,包括生命体征、症状体征、皮肤黏膜、营养状况

等。 各项重症护理操作在严格防护下进行。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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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血症或 ARDS 遵医嘱予以呼吸支持[22]。 积极

预防无创机械通气患者可能出现的皮肤压力受损、
胃肠道胀气、误吸等并发症,有创机械通气患者可

能出现的呼吸机性相关肺炎[23]。 严重 ARDS 患者

采取呼气末正压通气,仰卧位通气每天进行 12 h 以

上[24]。 体外膜肺氧 (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
genation,ECMO)属于重症患者的挽救治疗,为重症

患者心肺功能的恢复赢得时间。 在 ECMO 期间,给
予充分镇痛镇静,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中心静

脉压、平均动脉压、血氧饱和度等,监测仪器运行情

况[22]。 积极预防 ECMO 可能引起的出血、感染、溶
血等并发症。 做好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护理,严
格执行无菌和最大化无菌屏障预防措施[25]。 如采

用康复期血浆治疗(convalescent plasma,CP),注意

每个患者最多输注 CP2 次,且间隔不少于 2 天,每
次输注量不大于 250 mL[26]。 还需做好皮肤护理、
管道护理、基础护理等。
2. 5　 标本采集与管理

鼻咽拭子标本检测是新冠肺炎无创诊断重要

标准,及时准确采集鼻咽拭子标本对确诊及疗效观

察有重要意义。 护士是鼻咽拭子标本采集的主要

操作者。 可通过设立单独负压标本采集间、严格消

毒灭菌采集环境、加强专业培训和个人防护、工作

模式采用分时段集中采集式、设立规范采集方法及

流程等管理方法加强安全管理,提高了标本检测

率,未出现感染事件,值得临床推广运用[27]。
2. 6　 心理护理

躯体痛苦、隔离区环境的封闭性、担心家人被

感染、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其他患者死亡消息等

都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极度紧张、焦虑、恐惧、悲伤、
绝望等负性情绪。 这些负性情绪可能引起血压升

高、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加重病情。 在不影响疾

病治疗的前提下,护士可鼓励患者通过网络视频、
语音等方式与亲友保持联系,增强战胜疾病的信

心;教会患者身体放松方法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

放松、正念冥想等方式,缓解患者心理压力[28]。
2. 7　 康复护理

指导患者掌握呼吸康复训练[22]。 嘱其回家继

续进行 14 天隔离并监测自我健康状况,指导其出院

后分别于第 2 和第 4 周复诊[1]。 对其接触环境严格

按《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终末消毒[29]。 发挥信

息化技术和新媒体的作用,借助“互联网+”优势,利
用电话、微信、APP 等新媒体,开展线上随访、复诊

提醒及康复指导。

3　 总结与展望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护士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疫”中昂首前行,体现了重要性和专业性。
WHO 和国际护士会多次高度赞扬中国护士的工作

和专业精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肯定了

护士在医疗救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完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双肺移植手

术。 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病理结果将进一

步指导诊疗方案。 瑞德西韦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研发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钟南山团队

模型预测四月底中国将基本控制疫情[30]。 然而,国
外疫情愈渐严重,WHO 将新冠肺炎风险等级提高至

最高级别“very high”。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

需进一步反思:护理应急组织体系尚不健全,专业

化应急护理队伍缺乏,医院护理和其他部门存在信

息壁垒,针对疫情时期特殊人群的护理管理还需规

范,护理教育教学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存在短板

等。 中国护士需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研究,为全

球新冠肺炎护理工作提供更多借鉴,为今后应对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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