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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支气管哮喘护理中对各项肺功能指标及SF- 36评分的影响分析 
杨沛兰 

桂平市人民医院呼吸科  广西桂平  537200 

摘要：目的 在支气管哮喘病人护理中，选择不同护理方案，总结临床护理路径实施效果。方法 于 2020.01至 2020.10时间段
因支气管哮喘就诊于我科室的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查共纳入 92 例病人。按照随机方式进行分组，护理 A 组采用常规护理，
护理 B组选择临床护理路径方式。总结与探究 2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结果 护理 A组与护理 B组 SF-36得分对照，数值较低，
两组差异明显，P<0.05。结论 支气管哮喘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应作为首选方案，此方案实施效果优异，值得临床普及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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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且多发疾病，此疾病

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床不完全统计结果证实，最近几

年支气管哮喘发生率呈逐年增高趋势
[1]
。支气管哮喘在临床

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但由于疾病存在特殊性，故而要配

合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案。为了提高护理效果，对病人实施最佳

的护理干预，则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案，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2]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法 于2020.01至2020.10时间段因支气管哮喘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查共纳入 92 例病人。按照随

机方式进行分组，护理 A组与护理 B组均纳入 46 例病人。护

理 A组病人中，男性与女性分别为 23 例与 23 例，年龄在 56

岁至 75 岁之间，中位年龄 65.22 岁。护理 B 组病人中，男性

与女性分别为 22 例与 24 例，年龄在 57 岁至 75 岁之间，中

位年龄 65.31 岁。两组病人一般资料经对比结果证实，并无

差异，P值大于 0.05。 

1.2 方式 

护理 A组采用常规护理。 

护理 B组选择临床护理路径方式，具体如下：（1）制定

护理表格：根据我科室实际情况创建护理小组并制定护理路

径，小组成员包含护理人员、护理管理人员，同时根据我院

实际情况以及病人实际情况制定护理路径，制定护理表格中

要结合常规护理要求与护理标准，在制定护理路径中要以病

人为中心，其中包含心理干预、饮食指导、健康宣教等；（2）

临床护理路径实施：根据表格实际情况对病人实施护理，①

心理干预：对病人实施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其实施心理与

疏导；②饮食指导：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制定饮食方案，并告

知病人、病人家属要严格按照此方案制定饮食，并遵循少食

多餐的用餐原则。③健康宣教：根据病人文化程度，向其阐

述与疾病有关的常识，例如致病因素、治疗方式以及预后等。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与统计护理结果。 

1.4 评价标准：（1）肺功能改善情况：肺功能指标包含

FEV1/FVC、FVC%、FEV1%。（2）生活质量：采用 SF-36 表格

进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生活质量越好。 

1.5统计学意义  本次调查结果均输入统计学软件检测，

文中差异以 P<0.05 表达时说明两组之间有差异存在，并具备

统计学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肺功能指标水平对照 

护理 A 组：病人 FEV1/FVC 指标水平为 40.26±7.51%、

FVC 指标水平为 36.09±13.18%、FEV1 指标水平为 28.88±

8.69%；护理 B组：病人 FEV1/FVC 指标水平为 63.09±11.59%、

FVC 指标水平为 60.41±11.09%、FEV1 指标水平为 57.32±

11.01%，护理 A 组与护理 B 组 FEV1/FVC、FVC、FEV1 指标水

平对照，水平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0.05。 

2.2 生活质量对照 

护理 A 组：病人 SF-36 得分为 70.06±1.21 分；护理 B

组：病人 SF-36 得分为 89.98±1.12 分，护理 A 组与护理 B

组 SF-36 得分对照，数值较低，两组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且多发疾病，此疾病

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不完全临床统计结果证实，最近几

年支气管哮喘发生率呈逐年增高趋势。支气管哮喘在临床治

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以护理干预为辅，科学有效的护理

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临床症状。通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

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虽然这种护理方案有效，但作用不

佳。为了提高护理效果，则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方式。临床护

理路径属于新型护理模式，此护理方案通过制定护理表格，

可有效的细化护理模式。再根据护理表格实施护理，在实施

过程中，通过心理护理，可改善与调节病人负性情绪反应。

通过饮食指导：可提高病人饮食科学与合理性，进而提升病

人康复效果。通过健康宣教，可提高病人、病人家属对于疾

病的掌握程度，进而提高治疗与护理配合程度。 

综上所述，支气管哮喘护理中，临床护理路径应作为首

选方案，此方案实施效果优异，值得临床普及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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