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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在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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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于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矽肺患者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接

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实施个性化护理，对两组预后效果展开对比。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

症状缓解程度及生活质量均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 在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中应用个性化护理成效显著，能

够有效缓解症状，减轻负面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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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care in oxygen atomization inhalation for silic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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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 oxygen nebulization inhalation 
for silicosis patients. Methods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60 silico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ognosis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ymptom relief 
degre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care is effective in the oxygen nebulization inhalation of silicosis patien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symptoms,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It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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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职业病范畴中，尘肺病占据主导地位，

其中矽肺尤为严重[1]。矽肺，亦称硅肺，是一种以肺部

广泛结节性纤维化为主要特征的肺部慢性疾病，主要

由于长期大量吸入二氧化硅粉尘所引发，其主要表现

为肺功能减退、呼吸困难等。氧气雾化吸入作为常规治

疗手段之一，在实际应用中护理工作的质量对治疗效

果有着严重的影响[2]。通过对我国尘肺病患者现有护理

手段的全面总结发现，科学合理的护理模式不仅能够

延缓病情发展，还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3-4]。个性化

护理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等领域已取得显

著成效[5-6]，但在矽肺治疗方面尚存空白。鉴于此，本

文将个性化护理应用在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中，并

取得了理想的干预效果，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纳入 60 例患者，时间跨度为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12 月。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30 例。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基本资料方面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同时，

患者家属均对研究内容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本实验的

随机分组方案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 
纳入条件：①年龄 42-70 岁；②符合矽肺临床诊断

标准；排除条件：①伴精神障碍者；②伴严重脏器受损

者；③拒绝参与实验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具体内容包括为患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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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雾化吸入及体位（通常行半坐卧位和俯卧位）指导，

在治疗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呼吸的动态变化，并在出

现不良反应时及时进行干预调整。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实施个性化护理，具

体措施如下： 
①评估。构建评估体系，对患者肺功能、气道（痰

液量、性质等）、心理状态、吸入技巧、生活习惯、并

发症风险、治疗依从性进行全面评估。②心理护理。通

过积极主动的沟通交流，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与情感

抚慰，满足其合理的护理需求。同时，医护人员鼓励患

者家属积极参与到患者的护理过程中，让患者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支持。这有助于患者舒缓情绪，增进对医

护人员的信任感，建立自信心，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最终提升治疗效果。③健康教育。借助视频、图片等多

种形式，结合视觉和听觉渠道，对患者及家属开展疾病

相关知识教育。教育内容涵盖疾病发展过程、治疗方法

以及吸入操作要点等。此外，还可通过编造操作口诀等

方式，加深患者及家属对相关知识的印象。④雾化护理。

依据评估所获取的信息，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雾化吸

入方案。实时监测患者的呼气峰流速，动态调整雾化参

数，以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的不适感。如若患者出现咳嗽

情况，及时予以止咳干预。⑤饮食护理。由营养师为患

者制定均衡的营养搭配方案，确保患者摄入充足的维

生素与蛋白质，从而提升机体抵抗力。⑥康复训练。指

导患者进行适宜的康复训练，包括呼吸能力训练以及

各项体能训练等。训练时间以患者感到疲劳为宜，并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逐步增加训练量。⑦随访。通过定期

打电话或发送微信等形式，及时了解患者的居家护理

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 
1.3 实验指标 
1.3.1 肺功能指标对比，见表 1。 
1.3.2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采用 SF-36 量表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见表 2。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计量数据（±s）t 验证。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

通过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具有统计

学意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干预后，实验组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干预后，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肺功能指标对比（x±s） 

组别 
FEV1/FVC FEV1%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6.32±5.15 61.38±6.77 61.30±6.46 67.85±7.65 

实验组 56.53±5.14 68.47±7.79 61.25±6.61 74.93±8.10 

t 0.275 3.549 0.367 4.327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 

组别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生理机能 精神状况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对照组 2.15±0.98 6.72±0.73 12.51±3.95 18.22±2.71 1.66±1.25 5.91±1.13 

实验组 2.55±0.77 7.21±0.84 15.47±3.87 21.76±2.92 1.98±1.23 6.53±1.42 

T 4.186 4.832 3.957 4.031 2.214 4.13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中应

用个性化护理成效显著。从肺功能指标来看，干预后实

验组的 FEV1/FVC和 FEV1%均优于对照组（P＜0.05）。
这表明个性化护理有助于改善矽肺患者的呼吸功能。

个性化护理中的评估环节，通过全面了解患者的肺功

能情况，为其制定出个体化的雾化吸入方案。依据评估

信息实时监测呼气峰流速并动态调整雾化参数，使得

雾化治疗更贴合患者的实际需求，减轻了患者在雾化

过程中的不适感，进而提高了治疗效果，促进了肺功能

的改善[7]。 
在生活质量评分方面，干预后实验组在生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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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疼痛、生理机能、精神状况、情感职能以及社会功

能等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这一结果

充分体现了个性化护理对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的积极作

用。心理护理通过与患者积极沟通交流，提供心理疏导

与情感抚慰，有效舒缓了患者的负面情绪，增强了患者

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引入了社会支持这一关键要素。

在心理护理过程中，患者家属的参与，给予患者更多的

关怀和理解，让患者感受到良好的家庭氛围与支持。这

种来自社会的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患者的心理韧性，有

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以更加积极的

心态配合治疗，提高治疗依从性[8]。健康教育采用多种

形式，结合视觉与听觉感官，多模态呈现提高了信息的

留存率，使患者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护理和管理。饮食

护理为患者制定了均衡的营养搭配方案，有助于患者

身体恢复[9]。康复训练指导患者开展适宜的训练，逐步

提高患者的呼吸能力和体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10]。 
此外，个性化护理中的随访环节也不容忽视。通过

定期电话沟通或微信联系，医护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患

者的居家护理情况，并给予相应指导。这使得护理服务

不仅仅局限于医院内，而是延伸到了患者的日常生活

中，为患者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巩固了治

疗效果，促进了患者的康复。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样

本量相对较小，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所有矽肺患者的情

况。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结合AI呼吸监护系统，

以实现全闭环管理模式，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其次，

研究观察时间有限，对于个性化护理的长期效果缺乏

进一步跟踪。后续研究可以延长观察时间，建立区域性

矽肺护理专科联盟，共享个性化护理方案数据库，深入

探究个性化护理对矽肺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 
综上所述，个性化护理在矽肺患者氧气雾化吸入

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能够有效提升治疗效果，改善

患者肺功能与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同时，后续研

究应进一步拓展样本量与观察时长，持续优化个性化

护理方案，以更好地服务于矽肺患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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