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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对哮喘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魏玉娜
温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探讨延续护理对哮喘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凭借开展系统的延续护理手段，可有效提

升哮喘患者的肺功能水平，并增进患者生活水平，本研究借助随机对照实验手段，把参与者分成干预与对照两个组，

干预组借常规治疗结合延续护理，而对照组仅采用常规的诊疗方法，历经6个月的巡查，干预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
（FEV1、FVC）明显高于对照组的相关水平，且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里拿到分数更高，延续护理是一种有效的干预
落实手段，可以切实提高哮喘患者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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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哮喘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类病症，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影响极大，伴随医疗技术的跃升，就算哮喘的控

制率有所上扬，但怎样进一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落

实长期管理仍是当前研究重点，延续护理作为一种新样

式的护理模式，体现从医院过渡到家庭的连续性护理服

务，目的是凭借给予持续的支持与教育，帮扶患者更合

理地自我调控病症，本文通过探究延续护理针对哮喘患

者的具体成效，其目的是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实证，探

求更有效的哮喘管理手段，以期改善患者长期相关的预

后及生活质量。

1 哮喘现状及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哮喘作为一种展现全球属性的慢性疾病，关乎数以

亿计人群的生活质量情形，其特征呈现出气道有慢性炎

症与可逆性气流受限，往往伴有喘息、气短、胸闷及

咳嗽等症状，这些症状不只是在夜间与清晨加剧，还可

能因接触过敏原、冷空气、烟雾或其他刺激性成分而引

起，就算现代医学已然取得明显成效，诸多哮喘患者仍

然未能达到理想控制水平，引起频繁就医甚至住院治

疗，这无疑为患者及其家庭增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心

理压力。

哮喘对患者生活质量施加的影响呈现多方面属性，

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理的哮喘会引起肺功能慢慢下降，增

添急性发作的概率，这种反复性发作不仅对患者呼吸相

关系统造成损害，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发作，如慢性

阻塞性肺部疾患（COPD）或心脏相关的问题疾病。出于
担忧病情迅速变差，患者大概会约束自身日常活动，躲

开猛烈运动或是户外活动，从而影响其社交生活以及个

人发展的空间范围，始终存在的健康毛病往往伴有焦虑

和抑郁情绪，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的群体里，哮喘也

许会对他们的自尊心及社会适应能力造成消极后果，患

有哮喘的青年群体在学校更易碰到麻烦，并且进入成年

阶段面临更高失业率。

应对这般严峻的挑战，怎样实施对哮喘的有效管理

成了重要研究方向，传统的哮喘管理举措主要包含药物

治疗及环境控制手段，这些行动往往难以满足全部患者

的诉求，随着对哮喘管理认识的进一步扩充，持续护理

模式渐渐引起关注，此模式聚焦执行从医院到家庭的连

续性护理服务，通过实施个性化的健康说明跟支持，助

力患者掌握自我管理本领，增进治疗的依从性。有效的

后续跟进照护不仅可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还可明显

提升患者生活水准，依靠与医疗团队的紧密配合，患者

可以更深入地把握自身病症，判定并绕开诱发因子，及

时启动治疗方案的调整程序，从而落实更可靠的疾病管

控，这种全面的援助体系不仅有益于缓解患者症状，更

能增进他们抵御疾病的信心与能力。

2 延续护理的概念与实施策略

延续护理作为一种体现创新意义的医疗模式，力求

借助提供连续性的健康支持与服务事项，保障患者出院

后依旧可以得到高质量护理，这种护理模式突出从医

院到家庭的无间隙衔接，利用一系列精心筹备的干预途

径，帮扶患者及其家属更合理管理疾病，延续护理的核

心要义为个性化及综合性服务，它不仅顾及患者机体的

需求，还囊括了心理、社会等多层面的支撑。处于哮喘

病情管理的阶段里，延续护理可借助电话随访、入户家

庭探访或在线咨询服务，按既定时间去评估患者的病情

变化，并按实际状况调整治疗方案，延续护理同样包含

面向患者及其家属实施系统的健康教育，使他们具备辨

别早期症状、合理应用药物以及采取有效预防手段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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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体实施策略相关而言，延续护理一般囊括多个

关键节点，首先实施针对患者的相关教育，这是保障患

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核心基础，医护人员会借助现场辅

导、发放宣传物品或开展专题讲座等方式，给患者讲授

哮喘的基础知识、常见诱因、急救措施等要点，其次是

制定针对性的护理规划，贴合患者的实际情形与需求，

专门设计一套贴合他们的健康管理方案。这大概包含药

物治疗的优化、生活方式调整意见以及紧急状态下的应

对策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像移动应用或远程监

控器具，可达成对患者病情的实时跟踪与回告，这些技

术不仅增进了医疗服务效能，还能让患者在各个时间地

点得到专业指导与支持，实行多学科团队协作机制也是

延续护理成功的关键要点之一，依靠整合医生、护士、

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各方资源，为患者送去全方位的专

业支援，有益于全面提高患者的治疗成果及生活质量。

在实际实施阶段，延续护理的成功实施依赖多方面

的协同合作，医疗机构得构建全面的延续护理服务体

系，保证各环节始终顺利实施；实施对医护人员的培

训，增强医护人员针对慢性病管理的专业技能及服务意

识极为关键，针对单一患者个体，积极参与并配合延续

护理相关措施是收获良好疗效的必要根基。依仗持续学

习及实践，患者会渐渐把握自我管理诀窍，提升对疾病

的控制本领，社区及社会组织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

赋予必需的资源与支持，营造对患者康复十分有利的社

会环境，延续护理不单单归为一种护理模式，更是一种

以患者为要义的全面健康管理模式，它为改善哮喘患者

的生活质量给出了新的思路及方式。

3 延续护理对哮喘患者肺功能的影响分析

延续护理对哮喘患者肺功能的影响凸显出多个方

面，采用系统的干预策略明显提高了患者的呼吸健康水

平，在推进延续护理工作进程的阶段，医护人员借助

定期的追踪与评估，能够及时找出并处理患者的病情起

伏，进而切实掌控哮喘症状，延续护理计划大多囊括细

致的药物管理指导、生活方式调整建议及环境控制措

施，这些策略既有利于减少急性发作频率，又能减轻发

作的严重程度，还可改良患者肺功能相关指标，仿若开

头一秒用力呼气容积，依靠长期监测并优化治疗手段，

患者在平常生活阶段可更好应对哮喘带来的挑战，得到

更可靠的疾病把控。

在实际操作实施中，延续护理利用多种方式对哮喘

患者的肺功能起到积极作用，个体化的药事管理为关键

环节之一，医护人员会依照患者的实际状态制定恰当

的用药安排，并利用定期随访保证患者按时按量把药服

下，就采用吸入装置的患者而言，正确的操作方法极为

关键。延续护理团队要进行周全的培训，辅助患者掌握

恰当的吸入方法，以保证药物能够恰到好处地到达气

道，缓解炎症状况，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样是不可漠视的

内容，戒烟、实施有规律的运动以及组建合理饮食结构

都可改善肺功能，尤其是恰当的有氧运动，若实施散步

或游泳，可强化心肺的机能，增添身体耐力，由此缓解

哮喘的症状，躲开遭遇已知的过敏原及刺激物，诸如一

般宠物毛发、花粉、尘螨等，也有益于降低哮喘发作的

频次。

为全面考量延续护理对哮喘患者肺功能的影响，研

究往往采用一系列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和手段，肺功能测

试（PFTs）是一种惯用的评估鉴定手段，它能够精准考
量患者的呼吸能力，且能给出客观的数据依据，患者报

告结果（PROs）同样构成一种关键评估方式，依靠问卷
调查等手段收集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体验与评定。这

些主观数据跟客观测试结果相归并，可为医护人员供给

更全面的资讯，扶持其制定更为精准恰当的规划，实施

一段时间的延续护理干预之后，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普遍

显现出改善，急性发作的频次明显减低，生活质量同样

实现明显进步，这不仅凸显出延续护理模式的实效性，

也为进一步细化哮喘管理提供了科学佐证材料。

4 提高哮喘患者生活质量的护理干预措施

提高哮喘患者生活质量的护理干预途径需全面兼顾

患者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采用多维度的支持与干预

获得最优成效，有效的护理设计不仅可辅助患者更好

地把握病情，还可显著增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护理

干预可从健康教育初始阶段切入，遵照有序的培训课程

及资料，辅助患者与家属明白掌握哮喘的病理机制、常

见诱因以及自我管理技巧。鼓励患者知晓并识别早期症

状，及时采取行动，能有效阻止急性发作的降临，医护

人员还可给予全面的药物使用指导，保障患者能够精准

地操作吸入器及其他治疗设备，借此达成药物疗效的最

大化，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优化患者的肺功能，还能增添

他们在疾病管理中的信心。

在心理呵护方面，延续护理同样发挥关键意义，哮

喘患者一般鉴于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及反复发病而出现焦

虑或抑郁情绪，这不仅影响他们心理状态方面的健康，

还可能引起病情进一步加剧，为患者开展心理沟通与给

予相应支持十分必要，依照定期的心理评估和一对一辅

导，医护人员可辅助患者排解负面情绪，造就积极的心

境。引导患者加入哮喘支持小组或社区活动，跟其他病

友交流心得与体会，也可有效消除孤独感、无助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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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的支持同样不可少这个，通过开设针对家属的相

关教育课程，让家人熟知哮喘的基础内容及护理要点，

于日常生活期间可为患者给予更多理解及助力，一起构

建一个对患者康复有利的家庭环境。

除生理与心理角度的支撑外，社会环境的优化同样

是提升哮喘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点，社会资源的恰当

运用，诸如医疗保险政策、公共卫生规划等，可削减

患者的经济压力分量，保障他们得以获得持续的医疗支

持，学校跟工作场地应制订相关政策，为哮喘患者给予

必要的便利及支持。在学校范畴中制定专门的哮喘急救

预案，保证教师跟同学在紧急情形里可快速行动；在工

作场景里，恰当规划工作任务，防止患者接触有害物体

且陷入过度劳累。

5 实施延续护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实施延续护理对提高哮喘患者生活质量效果突出，

但同时也碰到了诸多阻碍，资源分配暴露出失衡问题是

首要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医疗资源欠缺的地段，医护人

员跟设备的缺失造成延续护理无法全面覆盖所有患者，

患者的依从性同样是影响延续护理结果的关键要点。有

的患者因为对疾病认识欠缺或面临经济压力，未严格依

据医嘱实施自我调养，造成治疗成效急剧下滑，也有部

分患者因长期受疾病困扰滋生倦怠感，不愿积极投入健

康管理事宜，面对此类难题，医疗机构需要利用优化资

源配置、强化患者教育以及给予更多心理支撑来克服此

类障碍。

信息技术的践行 为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现代远程监测仪器及移动应用程序能实时追踪患者病情

的变动，并及时把数据呈递给医护人员，由此采取更精

准的干预行动，技术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前行，老年患者

或低收入群体也许因欠缺对应技能或设备而无法充分利

用这些工具；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同样不可掉以轻心。

为让信息技术切实有效应用，医疗机构应推进对患者的

技术培训工作，加大患者数字素养的水平，构建完整的

数据保护体系，维护患者信息安全跟隐私，开发更贴合

用户行为习惯的应用程序界面，冲破技术操作的壁垒，

也有利于增强患者的参与积极性及满意度。

多学科团队协同是推进延续护理的关键支撑力量，

哮喘管理涉及多个专业的范畴，诸如呼吸科医师、护士

群体、营养专家、心理咨询相关人员等，只有凭借紧

密协作，才能为患者提供完整性帮扶，在实际开展事项

中，不同专业背景的医护人员间也许存在沟通遇到阻碍

或协调不恰当的问题。创设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及沟通机

制十分关键，采用定期召集跨学科会议，互传病例资料

及治疗心得，可有效增进团队成员间的协作，规定统一

的评估标准及护理方案模板，有益于提高工作效率及服

务水平。

结语

本文针对延续护理在哮喘管理应用上做了深入探

讨，探究了延续护理对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积极作

用表现，且提出了具体的干预举措和应对办法，延续护

理不仅可明显改进患者身体的生理指标，还能有效促进

他们的心理状况及社会适应能力，实施环节仍面临资源

分配、患者依从性以及多学科协作等麻烦，通过优化资

源全面统筹、加大患者教育与技术培训的投入强度以及

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表，可以进一步拓展延续护理的成

果，为哮喘患者给予更全面充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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