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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护理方案联合正念行为干预对肺结核 

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评价 

晏春英  黄福典 

（江西省上高县人民医院  江西宜春  336400） 

【摘  要】目的：分析对于肺结核患者联合营养护理方案、正念行为干预对其免疫功能所产生的影响。方法：以2021.1~2021.12期

间收治的117例肺结核患者为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常规护理，59例）、研究组（营养护理方案+正念行为干预，58例），

比较两组免疫功能、满意度、生活质量。结果：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干预后，研究组IgG等免疫

指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等SF-36评分比较，差异不明显，（P

＞0.05）；干预后，研究组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等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为肺结

核患者护理中，联合营养护理、正念行为，可提升患者免疫功能的基础上，提升其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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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nutritional care program combined with mindfulnes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immune function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Yan Chunying，Huang Fujian 

Shanggao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Jiangxi Yichun 336400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nutrition nursing program and mindfulnes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their immune 

function. Methods：117 tuberculosis patients admitted from 2021.1~2021.12，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usual care，

59 cases）and study group（nutritional care program + mindfulnes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58 cases），and compared with 

immune function，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The study group had higher care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IgG and other immune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 SF-36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energy，body pain，and emotional function were 

not different（P> 0.05）；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F-36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energy，body pain，and emotional 

function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In the nursing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combined 

nutrition nursing and mindfulness behavior can improve their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n the basis of their 

immu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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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因为结核分枝杆菌导致的肺部感染类疾病，多

数患者会有乏力、咳嗽等等症状出现，患者正常工作及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1-2]。大部分患者在发病之后身体会产生一定的

不适感，且身心负面情绪十分严重，不能积极配合医护人员

开展相关干预服务，对其病情好转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为

患者配合合理的护理措施[3-4]。鉴于此，本次纳入 117 例肺结

核患者，分析营养护理方案+正念行为干预的实施效果，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1.1~2021.12 期间收治的 117 例肺结核患者为例，

随机分成对照组（59 例）、研究组（58 例），对照组：性别

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31 例，年龄 22~57（39.32±3.91）

岁；病程 3~12（7.11±1.32）年。研究组：性别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30 例，年龄 22~56（39.37±3.95）岁；病

程 3~11（7.12±1.30）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经口头告知患者日常生活饮食、用

药等等相关注意事项。 

研究组：营养护理方案+正念行为干预：（1）营养护理：

责任护理人员在患者入院后对其营养状况进行估评，且对其

饮食习惯了解，且依照患者病情及喜好对营养方案设计，制

定之后上交给护士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实施。责任护理人

员为患者及家属讲述肺结核治疗及护理知识，且普及科学营

养对疾病治疗的意义。将 3 餐饮食结构及各类食物摄入比例

合理规划，早中晚比例分别占 1/5、2/5、2/5，主食摄入量在

总热能供给量占 60%，豆制品类、果蔬类、油脂类分别占

8.5%、30%、1.5%，每天摄入肉蛋类蛋白质量在 70 到 100

克。按照患者实际需求对氨基酸及电解质等及时补充，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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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其营养状况，且为患者对饮食结构合理调整。（2）正念

行为：在患者入院之后，责任护理人员热情接待，用温和态

度和患者交流，以取得其信任，和患者间形成良好的关系。

依据患者认知水平为其进行合理培训，培训内容有正念行为

干预内容、此项干预实施的优势以及干预期间相关注意事项

等。每日睡前维持正念态度 20 分钟，连续 4 周。带领患者

轻闭双眼，将躯体及心情放松；带领患者微微的张开双眼，

从上至下扫视全身，感受躯体每各个器官；分散注意力，把

注意力放于躯体及环境等等方面，不对疾病进行判断；将不

必要干预放弃，借助腹式呼吸，感知呼吸期间躯体变化，避

免关注病情及疾病影响正常生活，并且注意避免过分对疾病

干预，以防使患者心理负担加重；放下：有目的性且主动的

觉察当下，将心中杂念摒弃；带领正视个人疾病，接纳疾病

与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且以积极的态度对面自身疾病。 

1.3 观察指标 

（1）免疫指标：抽取患者 3 毫升肘静脉血，借助 Mindray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IgG（免疫球蛋白 G）、IgM（免疫球

蛋白 M）、IgA（免疫球蛋白 A）。（2）采用满意度调查表评

估患者满意度，100 分总分，分值范围分别是 80 分以上、

60 到 80 分、80 分以下，分别代表十分满意、满意、不满意，

满意度为十分满意率与满意率和。（3）生活质量：借助 SF-36

评分量表即生活质量对患者生理机能、生理机能等评估，每

项 100 分为总分，分高则患者的生活质量优。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 SPSS21.0，计量资料采取（ sx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百分比表示，
2 检验；P＜0.05 则数据

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免疫指标比较 

干预前，两组 IgG 等免疫指标比较，差异不明显，（P

＞0.05）；干预后，研究组 IgG 等免疫指标低于对照组，（P

＜0.05），见下表。 

表 1  免疫指标比较[ sx  ，分] 

IgG（g/L） IgA（mg/L） IgM（mg/L）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9 12.31±0.21 10.51±0.23 19.65±0.51 17.61±0.52 32.56±0.21 20.21±0.62 

研究组 58 12.33±0.23 8.25±0.36 19.66±0.56 13.55±0.52 32.54±0.36 13.24±0.55 

t  0.491 40.389 0.101 42.225 0.366 64.353 

P  0.624 ＜0.001 0.920 ＜0.001 0.715 ＜0.001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9 20（33.9） 28（47.46） 11（18.64） 48（81.36） 

研究组 58 24（41.38） 33（56.9） 1（1.72） 57（98.28） 


2 - - - - 9.097 

P - - - - 0.003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sx  ，分] 

生理职能 精力 躯体疼痛 情感职能 健康状态 生理机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组别 例数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干预

前

干预

后 

对照组 59 

60.35 

± 

2.01 

70.46 

± 

2.54 

61.46 

±

0.21

71.48 

± 

2.54 

60.47 

± 

2.54 

72.49

± 

2.54

61.49

±

2.54

75.06

± 

2.54

62.49

±

2.56

70.49

± 

2.45

61.47

±

2.58

71.46 

± 

2.05 

62.36 

± 

2.50 

73.64 

± 

2.51 

60.47

±

2.01

75.06

± 

2.54

研究组 58 

60.37 

± 

2.51 

91.63 

± 

2.54 

61.79 

±

2.54

90.48 

± 

2.54 

60.49 

± 

2.54 

91.48

± 

2.54

61.4

±

2.65

91.49

± 

2.58

62.48

±

30.2

91.54

± 

2.56

61.49

±

2.50

91.49 

± 

2.63 

62.49 

± 

2.54 

90.49 

± 

2.50 

60.49

±

2.65

90.49

± 

2.58

t  0.048 45.075 3.324 42.903 0.043 40.433 0.188 34.711 0.003 45.443 0.043 45.990 0.279 36.377 0.046 32.598

P  ＞0.05 ＜0.001 ＞0.05 ＜0.001 0.966 ＜0.001 0.852 ＜0.001 0.998 ＜0.001 0.966 ＜0.001 0.781 ＜0.001 0.963 ＜0.00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见下表。 

2.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等

SF-36 评分比较，差异不明显，（P＞0.05）；干预后，研究

组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等 SF-36 评分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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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P＜0.05），见下表。 

3 讨论 

肺结核患者因为长时间忍痛疾病对身体带来的不适感

及疼痛感，心中会产生消极感，对于医护人员救护措施的依

从性差，可影响到整体治疗效果，使病情延误[5]。对于肺结

核患者实施合理的护理措施可使其抵触情绪消除，使其身体

可以快速康复[6-7]。 

对于肺结核患者为其实施营养护理方案+正念行为干预

能够使其消极心态明显改善，使其身体抵抗力逐渐提升，病

情可快速好转。营养护理属于为结核病患者护理期间十分可

靠的一种护理干预服务模式，其可以产生良好的辅助治疗功

效。患者若是对营养知识了解不全面，会对饮食营养对身体

恢复的意义不够重视，若是为其开展针对性的营养护理干

预，能够使其对饮食营养知识更了解，且也能够提升其健康

知识，并能够改变其营养不良状态，对帮助结核病患者提升

临床治疗与疾病免疫可以起到促进效果。因此营养护理属于

结核病患者临床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护理干预模式，临床医

护人员应该积极为肺结核患者使用，使其病情可以快速得到

改善，使其对营养知识的理解及意识可以得到显著提升[8-11]。

正念行为干预开展可以辅助患者对疾病正确认识，且以良好

态度面对疾病，使其主动配合相关干预服务，进而可以对营

养护理积极配合，使得其营养状态可以明显改善，使体质可

明显增强，从而能够改善机体免疫力[12-15]。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干预后，研究组 IgG 等免疫指标低于对照组，（P＜0.05）。

因此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

＜0.05）。干预后，研究组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

感职能等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营养护理方案

+正念行为干预可以将肺结核患者免疫功能改善，使其满意

度及生活质量可以提升。得出上述结果原因是营养护理方案

实施期间把患者饮食摄入比例及结构合理配比可确保膳食

维持在平衡状态下，使患者身体所需能量可以得到保障，且

经为患者实施此种方案辅助患者创建正确的饮食观念，可以

认识到维持营养均衡对于身体恢复的意义。同时以上两种护

理干预模式能够使患者满意度。这时因为正念行为可以转移

患者在疾病上的注意力，对现状接纳，带领患者以良好的态

度面对疾病，可收其心理负担减轻，进而改善其不良情绪，

使其满意度及生活质量可得到显著提升。 

综上，为肺结核患者护理中，联合营养护理、正念行为，

对提升患者免疫功能及满意度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值

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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