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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护理效果及生活质量 

刘秀龙 

环县芦家湾乡卫生院  甘肃庆阳 

【摘要】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护理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本次分析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在众多患者资料中选取 80 例进行研究，并随机分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分别采用常规护理与优质护理进行护理效果观察。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指标

改善明显，负性情绪得到缓解，生活质量评分显著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各项数据差异体现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慢阻肺患者的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能够获得较好的护理干预效果，对于改善患者肺功能、不良情绪，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护理方式值得临床推广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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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rs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using high-

quality nurs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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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on the nurs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PD. Methods The start time of this analysis is December 1, 2023, and the end time is June 30, 2024. 80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many patient data for research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0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 40 cases), the nursing effects were observed using routine nursing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motions were alleviate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ata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OPD can achieve bet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ha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patients' pulmonary functi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ing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This nursing metho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Promote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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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具有持续且显著的气流受限特征，伴随病情进展

还可能转变为慢性肺心病甚至呼吸衰竭，增加了患者

的死亡风险。该疾病的发生与年龄增长、有害气体或颗

粒的长期吸入、气候变化、家族遗传、长期吸烟等因素

有关，从而引起气道炎症性反应。慢阻肺疾病病程长，

易反复发作，且危害性大，患者多数心理压力较高，其

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为了改善该情况需做好行之有效

的护理。优质护理是对常规护理的升级和优化，以患者

为核心为其提供更加细致、全面的人文关怀护理，可满

足患者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在护理过程中全面关注患

者的生理、心理需求，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护理服务，

来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以及依从性等，以提高护理效

果及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的病情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为时间节点，筛

选 80 例慢阻肺患者临床资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均为 40 例。对照组患者男女性分别 18/22 例，

年龄 56-88 岁，平均（69.5±8.3）岁，病程 2-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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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7.5±3.1）年。观察组患者男女性分别 19/21 例，

年龄 55-87 岁，平均（69.1±8.7）岁，病程 3-13 年，

平均（7.4±3.0）年。对比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有慢性咳嗽、咳痰、呼吸困

难等症状，经肺功能检查显示存在持续性气流受限

（FEV1/FVC<0.70），病情稳定无须急性加重治疗。 
排除标准：患有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癌等

其他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患有严重的心、肝、肾

等器官疾病，以及不愿意参与或中途退出无法配合研

究者。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检查患者相关生命指数，监

测病情，向患者口头传达疾病知识，在用药方面给予患

者正确指导[1-3]。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优质护理： 
（1）保持室内空气清新：确保室内通风良好，定

期开窗通风，以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和过敏原，同时避

免使用化学清洁剂和有害物质。保持室内温湿度适宜，

避免空气过于干燥或潮湿，可使用加湿器或去湿器进

行相应地调整。 
（2）心理护理：患者会受到疾病进展过程影响呼

吸情况，从而产生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有些患者甚

至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为此需要加强患者的心理疏

导工作，多鼓励患者，引导患者，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

活和疾病治疗。如果患者的负面情绪比较严重，要鼓励

患者家属共同参与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尽量满足患

者的合理需求[4-5]。并通过陪伴患者散步等方式，改善

患者的负面情绪，转移注意力[6-8]。 
（3）健康教育：运用口头宣教、制定并发放宣教

材料、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以及播放视频等多种手段进

行多元化的健康教育，围绕慢阻肺的疾病知识和日常

护理方法进行介绍，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慢阻肺的治

疗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而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提

高患者及家属的认知度。 
（4）药物护理：在护理过程中遵医嘱用药，及时

给予患者平喘、化痰、止咳、消炎等，并观察使用抗生

素的过程中的不良反应问题。同时叮嘱患者严格遵循

医嘱按时按量用药，不要自己随意改变药量，并叮嘱家

属监督患者不要漏服或误服药物。 
（5）呼吸道护理：慢阻肺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增

多，且不能自主排出，最终会产生呼吸困难等症状，因

此要加强排痰护理。对于症状比较轻微患者可指导其

学会正确咳痰方法，并配合叩背法等促进痰液排出。对

于症状比较严重者可通过雾化吸入方式配合排痰机进

行吸痰处理，并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6）呼吸功能锻炼：可为患者进行呼吸与运动训

练，提供吸氧来满足患者对氧气的需求，指导患者学习

腹式呼吸、缩唇呼吸法，进一步提升患者的肺部功能。

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指导患者进行运动锻炼，

选择太极、散步、慢走等适宜的运动项目，以改善患者

的体质，增强免疫功能。 
（7）饮食护理：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制定个性化

的饮食计划，调整饮食方案保证患者摄入足够的热量

和营养素[9-11]。可建议患者多吃富含膳食纤维与优质蛋

白的食物，并叮嘱其不吃辛辣和生冷的食物。适当增加

一些新鲜果蔬，多喝温水，能够对痰液起到稀释作用。 
（8）出院指导：在患者出院前制定出院指导计划，

包括用药指导、呼吸功能锻炼、定期随访等，确保患者

出院后能够得到延续性护理。患者出院后可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进行院外随访，也可以建立微信群，让患者

在微信群中进行询问，患者之间互相沟通了解更多的

疾病的知识。护理人员也可以在群聊中指导患者接受

康复训练，并由患者家属进行监督。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肺功能

指标包括 FEV1/FVC、FEV1。 
（2）利用 SF-36 量表对于慢阻肺患者的生活质量

情况评估，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其生活质量越好。 
（3）两组患者均以焦虑、抑郁自测评表（SAS、SDS）

对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状态评估，SAS 评分＞50 分为

情绪焦虑状态，SDS 评分＞53 分为情绪抑郁状态。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资料分析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x±s）表示，t 检验，组间数据

差异有（P<0.05）表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FVC、PEF、FEV1／FVC 指

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护理前后心理健康评分 
观察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数据

差异体现统计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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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肺功能指标（͞x±s） 

组别（n=40） 
FVC （L） PEF （L／s）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03±0.11 2.33±0.43 3.75±0.43 4.44±0.86 62.14±0.65 75.44±2.41 

观察组 2.02±0.33 3.48±0.24 3.54±0.55 5.49±0.67 62.35±0.51 65.50±1.51 

t 0.242 8.214 0.154 8.232 0.927 9.278 

p 1.302 0.034 1.125 0.029 1.128 0.020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x±s） 

组别 例数 躯体健康（分） 活力状况（分） 情感职能（分） 睡眠质量（分） 

对照组 40 77.52±3.17 72.21±2.73 70.96±4.61 76.52±4.20 

观察组 40 83.76±3.11 85.36±3.82 88.99±5.22 88.95±3.12 

t - 7.1212 8.5903 9.8655 10.1879 

P - 0.000 0.005 0.000 0.008 

表 3  SAS、SDS 评分（͞x±s） 

组别（n=40）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1.15+2.33 39.12+1.83 51.36+2.75 38.12+2.13 

对照组 52.16+1.76 43.27+1.25 51.79+3.16 33.25+1.66 

t 0.175 8.026 0.265 6.326 

p 0.226 0.003 0.705 0.006 

 
3 讨论 
现如今，全球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造成人们

出现了一系列的疾病，在这些疾病当中慢阻肺就是其

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在医院呼吸内科中，慢阻

肺作为一种常见病，具有难治愈和病程长等特点，可引

起气短、喘息、咳嗽、胸闷与咳痰等症状，若不积极干

预，将会导致呼吸衰竭等问题，危害性极大。但由于慢

肺阻疾病病程长，且迁延不愈，要想提高治疗效果难度

比较大，需要在治疗的同时配合实施良好的护理干预

措施[12-13]。但常规护理措施单一，整体护理效果不理想。

优质护理是从心理、环境、用药、呼吸道等方面做好对

患者的护理，减少会对患者病情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

让患者有更大的信心，能够积极地面对治疗，得到更好

的改善效果。 
本文中分析的 80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延续常规护

理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模式，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负性情绪变化情况显示，观察组 SAS、SDS 评分更

低，说明，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健康宣教能全面、合

理的根据患者情况开展相应的护理措施，能帮助患者

充分了解到护理目的、护理流程以及护理相关操作标

准，通过多方面护理服务也能进一步提升患者对自身

疾病的了解。同时，优质护理更利于有效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提升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从而改善患者的护患

关系[14-15]。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比较，观察组患者改善情况

更优。表明，优质护理可通过环境护理、呼吸道护理、

呼吸功能锻炼等，改善患者的呼吸道状况，进一步改善

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改善患者肺功能，进一步提升护理

效果。由此可知优质护理过程中注意患者的排痰问题，

当患者病情稳定之后，要尽早帮助他们做呼吸功能的

锻炼，腹式呼吸就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患者放松平躺，

一手放在胸部，一手放在腹部，呼气时慢慢下压腹部，

吸气时让腹部慢慢鼓起，每天锻炼几次，每次坚持十到

二十分钟，逐渐能够达到改善呼吸功能的效果。 
两组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观察组患

者躯体健康、活力状况、情感职能、睡眠质量均有显著

改善。再次证明优质护理模式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细

致、全面的人文关怀护理，可满足患者的个性化服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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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通过疾病宣教、饮食护理、出院指导等，改善患

者的健康行为，日常合理饮食提升自身营养状态，增进

机体免疫力，促进状态的双重恢复。 
经上述内容可知，优质护理与常规护理相比优势

在于：优质护理与医生的治疗方案相配合能够提高治

疗效果，期间指导患者正确的用药和正确使用吸入器

的方法，可以提高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优质护

理还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通过综合护理

措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有助于增强患

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促进康复。此外，优质护理通

过专业的呼吸道护理、康复锻炼、饮食护理等措施，帮

助患者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急性加重的次数和严重

程度，有助于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而且优质护理

不仅关注患者身体健康，对患者心理方面的健康也更

为关注，可以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身心高质量护理服

务，即便患者出院后也能通过定期随访获得护理服务。 
综上所述，针对呼吸内科慢阻肺患者实施优质护

理干预，能从心理、环境、用药、呼吸道等方面做好对

患者的护理，有利于减少会对患者病情造成不良影响

的因素，对于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和心理状态有积极作

用，对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恢复的有促进改善，所以优

质护理值得临床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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