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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阻肺疾病护理中优质护理应用的效果分析 

沈珍芹 

（昆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江苏苏州  215300） 

【摘  要】目的：探讨老年慢阻肺疾病护理中优质护理应用的效果。方法：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近年来收治的60例老年慢阻肺疾病
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
者的护理效果。结果：通过实验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疾病认知度、治疗依从性、肺功能相关指标及生活质
量评分情况，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对老年慢阻肺疾病患者，采用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明
显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加强患者的疾病认知度及治疗依从性，改善肺功能指标和生活质量，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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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application in elderly COPD diseas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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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in COPD.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recent years，which a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s high-quality nursing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roug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comparing the anxiety scores，disease awareness， treatment 
compliance，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disease，the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anxiety of patients，strengthen patients' disease awareness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and improve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which has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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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加之我国进入老龄

化发展社会，近年来慢阻肺疾病发生率呈现出逐渐上涨的发
展趋势[1]。慢阻肺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多发于老
年群体，多数慢阻肺疾病都是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疾
病为基础而形成，患者通常具有咳嗽咳痰、气喘、胸闷等相
关临床症状表现，病情严重时，患者还会出现明显桶状胸的
表现。慢阻肺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通常情况下病情无法
实现逆转，疾病治疗相对较为困难。对于老年患者而言，因
机体各项机能下降，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多
种心肺功能并发症问题。由此同时，患者疾病治疗期间，常
常由于病情的反复发作，导致其肺部功能受到损伤，给患者
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临床
中在对慢阻肺疾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为加强患者的疾
病治疗效果，通常辅之以相关护理干预措施。优质护理主要
从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等众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多样性、系统性
的护理干预，加强患者疾病治疗依从性，提高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此次研究选取我院的 60 例老年慢
阻肺疾病患者，观察老年慢阻肺疾病护理中优质护理应用的
效果，现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3 年 3-5 月收治的 60 例老年慢

阻肺疾病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两组，每组各 30 人。对照组中有 17 例男性，13 例女性，
年龄为 65-84 岁；观察组中有 16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
为 66-86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针对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观察患者的病情，并做

好相关记录工作，定期针对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慢阻肺疾病的
发生机理、采用治疗方案和疾病治疗护理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等方面内容[2]。与此同时，结合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予以适
量慢阻肺药物和各种吸入剂进行治疗，并做好用药后的病情
观察及记录工作。 

1.2.2 观察组 
针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详细内容如下：（1）制

定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入院以后，针对患者进行病情严重性、
机体营养状况、心理状况、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等多方面进行
评估，并结合患者的性别、年龄、生活饮食习惯等进行合理
护理干预措施的制定[3]。（2）加强基础护理。患者疾病治疗
期间，对患者的血压、心率和呼吸等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进
行动态监测，且予以分析，及时发现患者呼吸衰竭先兆，采
取有效护理干预措施，并为医生调整疾病治疗方案提供参
考。与此同时，保证患者呼吸道较好的通畅性，给予患者持
续吸氧 1L/min，氧气浓度保持为 25%-30%[4]。针对痰液黏稠
的患者，吸痰过程中应对患者实施气道的湿化处理，为促进
痰液能够有效排出，采用双手按压和拍背的处理方式。（3）
心理干预。护理工作者应加强同患者之间的交流，以对患者
的心理状况具有较为充分的了解，结合患者的实际需求开展
心理护理工作。针对具有自卑心理、孤独的患者，护理工作
者应多多同患者进行交流，给予患者相应鼓励，并对患者进
行安慰，予以心理疏导。与此同时，应做好同患者家属之间
的沟通工作，使其能够在精神上予以患者支持，对患者表示
关心，确保患者可以感受到源自家庭的温暖。给予患者相应
引导，使其能够主动同病友进行交流，助力患者融入社会，
从中获取心理支持。针对抑郁患者，给予患者相应鼓励，主
动说出心中感受，对患者加以指导，使其能够正确发泄心中
情绪。针对具有紧张、焦虑心理的患者，应对患者加以鼓励，
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助力患者培养兴趣，同时可以给
患者经治疗获取较好效果的经典案例，可以通过聊天、观看
电视节目等方式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使其不良情绪状态得到
缓解。对患者加以指导，进行深呼吸和放松训练，以对心理
状态加以调节。（4）环境护理。护理工作者应给患者提供舒
适且温馨的住院治疗环境，保证病房较好的清洁性，合理的
温湿度，尽可能减少病房探视及人员走动，播放舒缓的音乐，
以提高患者的身心舒适度。（5）饮食指导。结合患者的年龄、
性别、饮食喜好等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饮食应保证清淡，
患者进食不宜过饱，保持戒烟戒酒的习惯，尽量减少辛辣、
油炸等具有刺激性食物的食用，以免对气道产生刺激，引发
咳嗽的情况，导致气促问题有所加重。在肺气肿痰多清稀，
气短喘息的情况下，可以多多食用瘦肉、豆制品和鸡汤等温
性食物，起到补肺益气的效果。（6）用药指导。向患者讲解
遵医用药的重要性，保证患者用药的合理性。做好同患者家
属之间的沟通工作，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监督，以避免患
者擅自减少、增加药物服用量，甚至暂停药物服用情况的发
生，为患者疾病治疗提供保障。（7）呼吸康复训练。对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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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肺患者而言，其肺部功能通常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护理
工作者在给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期间，应对患者加以指导，于
患者病情稳定期进行呼吸锻炼，主要采用腹式呼吸、缩唇呼
吸及呼吸锻炼操的方式进行锻炼。在进行腹式呼吸锻炼时，
患者在病床上采用平卧位，双手自然置于腹部上方位置，双
腿抬起保持自然弯曲状态，使用鼻深吸气，用嘴慢慢呼气。
每日进行 2 次练习，各次保持 15-20min 的练习时间。在进
行缩唇呼吸锻炼时，患者在病床上采用仰卧位，双唇缩至吹
口哨样以后，通过鼻子缓缓吸气，用嘴慢慢呼气[5]。每日进
行 2 次练习，各次保持 15-20min 的练习时间。在进行呼吸
操锻炼时，患者采用站立姿势，将双脚打开，保持和肩部的
同宽，双手保持叉腰状态，缓缓进行 8 次深呼吸。 

1.3 观察指标 
（1）焦虑评分。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

估两组患者的焦虑情况。（2）疾病认知度和依从性。采用发
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两组患者的疾病认知度和疾病治疗依
从性情况进行评估。（3）肺功能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
后各相关肺功能指标的改善情况。（4）生活质量。应用我院
自制调查问卷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借助于 SPSS 21.0 统计学软

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进行 t 检验。P＜
0.05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评分情况对比 
表一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评分情况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18.5±2.3 10.5±1.3 
对照组 30 18.6±2.2 15.5±1.4 

t - 0.172 14.335 
P -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疾病认知度与治疗依从性情况
对比 

表二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疾病认知度与治疗依从性情况
（分） 

疾病认知度 依从性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0） 6.3±0.5 9.3±0.2 5.7±0.5 9.2±0.5
对照组（n=30） 6.4±0.6 8.4±0.1 5.5±0.3 8.3±0.4

t 0.701 22.045 1.879 7.699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肺功能相关指标情况对比 

表三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肺功能相关指标情况对比 
FEV1（L） FVC（L） PEF（L/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0） 1.6±0.3 2.5±0.5 16.4±1.5 10.5±0.4 2.0±0.3 3.4±0.7 
对照组（n=30） 1.5±0.2 2.1±0.2 16.3±1.4 13.5±0.8 1.9±0.2 2.7±0.5 

t 1.519 4.068 0.267 18.371 1.519 4.45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四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对比（分） 
睡眠质量 心理状态 生活乐趣 生活能力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0） 6.4±0.4 9.2±0.5 6.3±0.5 9.2±0.4 6.2±0.7 9.1±0.5 6.1±0.1 9.5±0.4
对照组（n=30） 6.3±0.3 8.5±0.2 6.4±0.6 8.2±0.3 6.1±0.5 8.5±0.4 6.2±0.3 8.5±0.2

t 1.095 7.120 0.701 10.954 0.637 5.132 1.732 12.24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4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对比 

3 讨论 

在临床中，慢阻肺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疾病具有不
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特点，患者慢阻肺气流受限常常表现为
进行性加重，且伴随有害颗粒或是气体，疾病的发生不但会
给患者起到造成损伤，给肺泡及肺血管造成不利影响，还会
给人体骨骼、骨骼肌及心脏等造成损伤[6]。老年患者因年龄
较大，机体抵抗力相对偏弱，耐受性较差，所以呼吸系统更
为受到病原体的侵袭，促使慢阻肺疾病发生率的进一步升
高。临床中针对慢阻肺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患者可
以获取更好的疾病治疗效果，通常予以相关护理干预措施，
加强患者疾病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当前，优质护理在临床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该项措
施的应用将患者当作护理工作开展的中心，将基础护理作为
基础，更加重视对患者的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旨在给患者
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
规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研究结果显示，在焦虑

评分、疾病认知度、治疗依从性、肺功能相关指标及生活质
量评分上，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对其原因
进行分析，主要是通过心理护理干预，可以使患者的负面情
绪得到一定缓解，加强患者对于疾病治疗的信心，提高患者
疾病治疗依从性。针对患者病房进行清理，加强患者住院治
疗的舒适性，能够有效降低外部环境，或是病原菌给患者造
成的刺激，使患者的相关临床症状得到一定缓解。针对患者
进行用药指导及监督，使遵医用药，保证患者用药的合理性，
加强患者疾病治疗效果。针对患者进行饮食干预，可以加强
患者的肺部功能，降低给患者呼吸道造成的刺激。针对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利于加强患者的肺部功能，使其相关临床症
状获取改善。 

综上所述，将优质护理措施应用于老年慢阻肺患者护理
工作的开展中，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疾
病认知与治疗依从性，使其肺功能指标和生活质量得到改
善，值得推广。但本次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选取的样本量较
少，后续需要选取更多样本量，采用多中心的方式开展更为
深入地研究，以对本次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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