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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护理在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中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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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应用整体护理的有效性进行探究。方法：将 120 例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在我院
接受治疗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形式将 120 例患者分成 2 组，研究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
将实施整体性护理与常规护理患者分别纳入对照组、研究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患者 FVC、FEV1、PEFR 指
标水平与对照组相比较高，P<0.05。结论：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应用整体性护理，对改善其肺功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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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慢性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的慢性气
道疾病，喘息、胸闷、气急、咳嗽等症状是该疾病主要临床
表现，该疾病具有较高复发率，同时会引起气道痉挛、狭窄
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患者死亡，为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在
治疗期间需对患者采取有效护理干预

[1]
。整体性护理是一种

新型护理模式，在该疾病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本研究为分
析整体性护理干预应用效果，选取 120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成
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探究，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范围 2018年 10月-2020 年 10 月，对我院
收治 120 例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分组，随机数字表
法为本次分组方法，研究组与对照组均 60 例患者，研究组男
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 33 例、27 例，最大年龄 80 岁，最小
年龄 23 岁，平均年龄范围值（48.75±2.75）岁。对照组男
性患者、女性患者分别 34 例、26 例，最大年龄 78 岁，最小
年龄 22 岁，平均年龄范围值（48.21±1.79）岁。研究组患
者基础资料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可
进行对比。 

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医护人员对患者实施饮食指导、
生活指导、遵医医嘱指导患者进行用药，向患者讲述治疗过
程需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实施整体性护理，具体干预措施：（1）呼吸道护
理，医护人员指导患者取半卧位，将患者口鼻内分泌物进行
清理，对患者实施氧疗，氧流量 5L/min，氧浓度约 40%，肾
衰竭严重患者给予气管插管。（2）排痰护理，医护人员嘱咐
患者多饮水，给予患者补充体液，将痰液进行稀释，促进痰
液排出。此外医护人员协助患者取半卧位，指导其进行深呼
吸，给予患者雾化吸入治疗，在雾化后对患者脸部进行清洗，
减轻对黏膜产生刺激。（3）心理干预，患者受疾病影响，在
护理过程中易出现负面情绪，如烦躁、焦虑等，对此医护人
员要对患者心理情绪进行密切观察，嘱咐患者家属在床边陪
同，医护人员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对患者讲述疾病相关知识，
如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措施、预防方法等，及对患者
负面情绪进行纠正，提高患者配合度。（4）并发症护理，在
治疗期间医护人员需对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变化进行密切观察，
观察患者是否有气胸、呼吸衰竭等症状，若患者每分钟护理
超过 30 次，则为早期呼吸衰竭现象。若患者存在意识恍惚、
嗜睡症状，则需对电解质紊乱进行警惕，此外要加强巡视。 

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变化情况，FVC（用力肺活量）、
FEV1（第一秒用力容积）、PEFR（呼气高峰流速度），并进行
记录。 

4 统计学方法 

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对研究组与对照组重症支气

管哮喘患者相关数据进行记录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肺

功能指标对比，以 t 检验，以（ X ±S）表述，计数资料，

以 X2 检验，以 n%表述，P<0.05 统计学有意义。 

5 结果 

研究组患者 FVC、FEV1、PEFR 指标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 两组患者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FVC（L） FEV1（L） PEFR（L/s） 

研究组 60 3.71±0.74 2.69±0.53 6.83±0.76 

对照组 60 3.02±0.64 2.24±0.59 4.95±0.72 

t - 5.4629 4.3950 13.9100 

P -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呼吸内科常见疾病之一，该疾病是由多种
细胞、细胞组参与气道慢性炎症为特征的异质性疾病，该疾
病与遗传、气候、运动、呼吸道感染等因素有密切联系，根
据急性发作期可将其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危重度四等级，
若不及时对重症支气管哮喘采取有效措施，会严重威胁患者
生命安全

[2]
。 

经相关研究表明，有效护理干预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发
挥积极作用，整体性护理是一种优质护理模式，整体性护理
可弥补传统护理不足之处，该护理模式较为全面，可为对患
者心理、生理等方面实施护理干预，从而满足患者临床护理
需求，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本研究通过对患者实施呼吸道护
理、排痰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哮喘、呼吸困难症状；通
过实施心理护理，可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配合度，
从而为临床治疗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实施并发症护理，可以
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促进患者快速恢复

[3]
。经本研究结果

显示，研究组患者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综上所述，整体性护理在成人重症支气管哮喘中具有较
高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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