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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肺康复护理对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护理效果探析

魏永华*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四川� 610036

摘� � 要：目的：探析延续肺康复护理对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选择我院从����年�月到����年�月

收诊��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分组对比患者护理效果。结果：两组患者出院前自我效能评分比较没有统

计学差异（�� ������，�� ������）；出院三个月，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两组患者肺功能出院三个月后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451/10.234/4.897，��������）；两组患

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578/7.124，��������）。结论：延续肺康复护理能够改善稳定期

慢阻肺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提升患者肺功能，改善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这种护理措施适合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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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DFW���EMHFWLYH��7R�H[SORUH�WKH�HIIHFW�RI�FRQWLQXLQJ�OXQJ�UHKDELOLWDWLRQ�QXUVLQJ�RQ�SDWLHQWV�ZLWK�FKURQLF�REVWUXFWLYH�

pulmonary�disease�(COPD)�in�stable�period.��HWKRGV��Eighty-eight�patients�with�COPD� in�stable�period�from�March�2018�

to�March�2019�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as�the�research�object,�and�the�nursing�effect�of�patients�was�compared�in�groups.�

�HVXOWV��There�was�no�statistically�signi�cant�difference�in�self-ef�cacy�score�before�discharge�between�the�two�groups�(�� �

���������=�0.262).�Three�months�after�discharge,�the�difference�in�self-ef�cacy�score�between�the�two�groups�was�statistically�

signi�cant�(�� ����������=�0.017);�and�the�difference�in�lung�function�between�the�two�groups�after� three�months�of�discharge�

was�statistically�signi�cant� (��=�6.451/10.234/4.897,���<�0.05);�the�differences� in�anxiety�and�depression�scores�between�the�

two�groups�were�statistically�signi�cant�(��=�6.578/7.124,���<�0.05).��RQFOXVLRQ���RQWLQXLQJ�OXQJ�UHKDELOLWDWLRQ�QXUVLQJ�FDQ�

improve�the�self-ef�cacy� score,�lung� function,�anxiety�and�depression�of�patients�with�COPD�during�stable�phase,�which� is�

VXLWDEOH�IRU�FOLQLFDO�DSSOLFDWLRQ�

.H��R�GV���RQWLQXLQJ�OXQJ�UHKDELOLWDWLRQ�QXUVLQJ���23��LQ�VWDEOH�SKDVH��QXUVLQJ�HIIHFW

一、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比较常见的呼吸性疾病，这是一种气流受限特征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人群主要为男

性，发病患者年龄一般是在��岁以上，这种疾病病程较长，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针对慢性阻塞性肺患者需要长期

护理，而延续性护理措施更这类患者更有效>��。延续性护理措施在患者回到家中后还能够持续护理，提升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改善患者肺功能，促进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改善，护理效果更理想。研究是选择我院从����年�月到����

年�月收诊��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延续肺康复护理措施价值。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从����年�月到����年�月收诊��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和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医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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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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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允许开展研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比患者护理效果。其中观察组��例，男��例，女��例，年龄��

岁a��岁，平均年龄（�����������）岁。对照组��例，男��例，女��例，年龄��岁a��岁，平均年龄（�����������）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患者出院之前对患者进行指导，告知患者回家后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注意室

内空气畅通。

观察组患者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建立延续性护理小组，对患者通过44、微信平台给予护理指导）：

���心理指导

告知患者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指导患者疏导患者情绪，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视或是读书等方式转移注意

力，陶冶情操，降低不良情绪影响。

���生活指导

告知患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禁烟禁酒，保持室内通风，出门戴口罩，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空气质量较差的

时候尽量避免出门。

���运动指导

指导患者采取合理运动，可以采取散步、慢跑等运动，一般每周进行三次以上运动，每次���PLQ左右。

���肺康复护理

护理人员指导患者有效咳嗽和排痰，保证呼吸畅通。患者采取腹式呼吸法，患者不坐在座位上，深吸气后之后经

鼻缓慢呼气，患者每天进行两次腹式呼吸，每次���PLQ，患者在家进行吹气球训练，通过这种方式锻炼呼吸功能。还

可以采取知识讲座方式，传授相关健康知识如呼吸方式的具体操作等，提升患者呼吸频率降低耗氧量。告知患者采取

缩唇呼吸法，用鼻子呼吸，吸气是吹口哨形状，吸气和呼气以�∶�时间进行，呼气时间可以慢慢延长。可以在口唇前

��a���FP处放一个点燃的蜡烛呼气不能使蜡烛熄灭。

���随访

每周两次电话随访，了解患者情况，电话不超过���PLQ。护理人员每月到患者家中指导，探讨病情，指导患者进

行肺康复训练。

（三）疗效判定

���自我效能评分

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评价。

���肺功能评分

采用肺功能检测仪对干预前后三个月的肺功能进行检测（��9�、�9�、3��）。

���焦虑抑郁评分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评分表和抑郁评分表进行评价。

（四）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6366����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 ）表示，组间计

量数据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资料数据用χ�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比较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出院前自我效能评分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 ������，�� ������）；出院三个月，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

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详见表�。

表1�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出院前 出院三个月

观察组 44 24.45�2.54 32.15�3.48

对照组 44 24.15�2.45 26.48�3.66

� - 1.245 5.674

� - 0.262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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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两组患者肺功能出院三个月后情况

两组患者肺功能出院三个月后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451/10.234/4.897，��������），详见表�。

表2� 两组患者肺功能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FEV1 FVC PEF

观察组 44 1.78�0.34 2.84�0.34 4.51�1.67

对照组 44 1.24�0.37 1.87�0.34 3.54�1.64

� - 6.451 10.234 4.897

� - 0.011 0.001 0.026

（三）比较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

护理三个月后，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578/7.124，��������），详见表�。

表3� 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 � �± ）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三个月后 护理前 护理三个月后

观察组 44 17.48�2.54 11.34�3.12 19.85�2.14 11.45�3.37

对照组 44 17.45�2.75 14.24�124 19.57�2.52 15.88�2.56

� - 1.345 6.578 1.845 7.124

� - 0.246 0.010 0.174 0.007

四、讨论

（一）延续性护理可以提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评分

慢性阻塞肺患者会发生非组织性病变，患者肺间质细胞会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这就导致患者机体内炎性介质散

发，这也影响着呼吸系统的正常运行>��。炎性介质导致呼吸道变窄，患者呼吸过程受到阻碍，患者只能采取短浅的呼

吸进行日常呼吸，患者呼吸肌容易出现紧张的现象，这对患者肺功能保持和恢复不利。慢性阻塞肺发病后，患者容易

陷入恶性循环，而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患者病情的影响更大。患者患病后若还是处于恶劣的环境就会导致患者的病

情进一步恶化。延续性护理措施可以让患者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出院前自我效能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 ������，�� ������）；出院三个月，两组患者自

我效能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殷凤>��研究是以慢性阻塞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

延续性护理措施对患者自我效能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护理前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没有差异（�� �������，����

����），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学者研究结果

与本文研究结果一直，虽然有一定差异，但是允许范围内，这也说明了延续性护理措施的价值，延续性护理措施对慢

性阻塞肺患者康复有效果。

延续性护理方案对能够指导患者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自身管理，饮食、生活习惯和运动等都是已改善病情为主，

针对自身病情更重视，了解自身不良习惯对病情可能造成的影响。延续性护理措施虽然是在家中进行的，但是护理人

员一直都在指导患者，让患者能够持续得到护理，患者家属可以监督患者的行为，而患者也能够自我监督，了解自身

行为对病情影响。延续性护理方案种患者家属和护理人员给予患者的支持更多>��。延续性护理方案中护理措施要由患

者自己执行，所以，其自我管理能力会不断提升，自我效能评分也就更高。对患者自我效能评价是为了了解患者应对

生活的能力，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自我效能评价可以通过人性化护理措施完善对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之间沟通。

延续性护理措施对患者治疗和护理工作开展都有重要价值，能够监督和指导患者病情发展，结合药物治疗和呼吸方式

合理地运用，完提升护理效果。

（二）延续性护理可以促进患者肺功能评分提升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会导致患者发生较为严重的病理性改变，肺间质细胞会发生萎缩，还有可能释放大量炎性介

质，呼吸道狭窄，呼吸阻力增加，这就导致呼吸肌收缩功能和肺部功能减退，患者会出现呼吸过度紧张问题，长期会

导致恶性循环，加速患者病情恶化>��。临床上认为肺气肿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的主要原因，个体和环境为危险因素，

个体因素是遗传和气道高反应性，环境因素主要是空气、粉尘等，呼吸环境恶劣，导致患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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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肺功能出院三个月后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451/10.234/4.897，��������）。於元�研究是

以慢性阻塞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延续性护理措施对患者自肺功能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患者出院三个月后患者

的肺功能明显改善，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的患者肺功能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0.245/6.874/5.248，����

����），更适合在慢性阻塞肺患者中推广应用。於元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这也说明了延续性护理价值。产

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延续性护理方案中有腹式呼吸法等，护理人员通过呼吸锻炼改善患者自身肺功能，患者肺功能评

分自然也就会提高。

（三）延续性护理能够改善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比较复杂，患者患病后会出现病情反复的问题，根本上治疗这种疾病方案有限，大多无法有效

控制患者病情，需要长期对患者进行监护。延续性护理是可以长期针对患者进行指导，在患者出院前针对患者情况进

行了解，根据患者情况制定护理指导方案，转诊或是出院后对患者随访。

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578/7.124，��������）。郭世燕>��研究是以慢性阻塞

肺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延续性护理措施对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的改善有重要价值，研究发现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患

者焦虑和抑郁评分降低更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1.452/13.008，���������），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有明显改

善，这种护理措施更适合在临床工作中推广。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延续性护

理措施让患者对病情有了更多认识，通过护理措施实施，患者能够发现自身的病情在不断地好转，患者的情绪改善，

患者对抗疾病的信心更强，所以，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降低。

针对慢性阻塞肺患者的延续性护理是在出院之后的护理，帮助患者实现自我管理，促进患者身体恢复，降低患者

再次住院的概率，适合在临床上工作中应用>��。医院针慢性阻塞肺患者的护理也必须了解护理价值，加强对护理人员

的培训，提升护理人员护理水平。针对慢性阻塞肺患者的延续性护理方案的制定还需要参考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各个

护理措施应该有理论支持，了解不同护理操作对患者的作用，不断地改进护理方案。

五、结语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措施是一种简单的护理措施，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患者护理可以促进患者康复。延续肺

康复护理能够改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提升患者肺功能，改善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这种护理措施适合

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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