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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患者延续护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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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气管哮喘易反复发作，对此病患者开展延续护理，对维护患者健康、预防病情反复具有非常重要

作用。本文对此病的延续护理形式、护理内容、护理效果评价进行综述。目前延续护理的形式包括电话/网络随

访、上门访视、健康讲座、社区管理等多种形式，效果评价主要是对患者的心理及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希望可以

对更好的此病患者开展延续护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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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onchial asthma is prone to recurrent attacks. The continuous care of patients with this diseas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patients and preventing recurrent dise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rms of continuous care, nursing content and nursing effect evaluation of this disease. At present, the forms of 
continuous care include telephone / network follow-up, door-to-door visit, health lectures,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other forms. The effect evaluation is mainly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psychological and quality of life. It is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continuous care for patients with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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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具有患病率高、受累人群广、根治困

难、易反复等特点。对于此病患者的教育、管理均对

提升临床疗效、降低病情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在医院接受规范性诊治和护理以外，在出院后也

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延续护理以提高患者自我监测和

自我护理的能力。此护理模式是一种“教练式管理”

的护理模式[1]，可将院内护理有效的延续到院外。借助

网络、电话等通讯工具，与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建立

起以促进、维护患者身心健康为目的的有效互动[1]。不

仅可减少此病患者急性发作的次数，还可降低患者再

住院率、死亡率。本文对此病的延续护理展形综述。 
1 支气管哮喘延续护理的形式、内容 
1.1 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开展延续护理的主要内容 
对于支报管患者开展延续护理时的主要内容应该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心理干预，良好的心理状态有

利于提高患者居家自我管理能力和行为，促进病情改

善，预防病情反复，因此在延续护理过程中应注重对

患者的心理干预；②生活干预，支气管哮喘发作与患

者不良的生活习惯具有密切关联，因此需要对患者的

不良生活习惯进行干预，督促患者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③饮食干预，此病患者免疫力较为低下，因此在延续

护理过程中应该指导患者调整饮食结构以提高机体免

疫力；④用药干预，严格遵从医嘱用药可促进病情尽

快康复，因此在延续护理时应重点督促患者按时按量

用药，避免私自停药、加药、换药；⑤健康教育，通

过全面的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以

及遵医行为，进而有利于促进病情康复、预防病情复

发；⑥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可提高患者肺功能，预防

病情反复，为了保障患者训练的频次以及训练的正确

性，在延续护理期间还需要注意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进

行监督和指导。 
1.2 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开展延续护理的形式 
（1）电话随访 
电话随访是指定期通过电话与患者取得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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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患者病情变化情况以及康复情况、心理状况等，并

对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监控，此方法在医护人员与患

者及患者家属间建立了有效的互动连接[2]。有学者在研

究中，对 40 例此病患者每周至少进行 2 次电话随访，

随访的内容涵盖了心理疏导、饮食及运动指导和用药

指导等，结果显示，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仅接受院

内护理的对照组患者要好，而且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也明显提升。还有学者在研究中为了更好的对患者开

展延续护理，在患者出院前为其发放联系卡，联系卡

上有患者及护理人员的联系方式，这样，患者在有问

题时也可随时通过电话向护理人员进行咨询，护理人

员通过电话也可以对患者进行简单的指导，结果显示，

患者对于此病的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明显提升，而且病

情的控制情况也更好，再住院次数明显减少。还有学

者对近 900 例此病患者进行了电话随访，为期 1 年，

结果显示患者再住院天数明显减少。 
（2）上门访视 
有学者对 102 例此病患者进行了上门访视，访视

时间分别在患者出院后的第 7d、第 30d 和第 90d，访

视的内容主要包括了解患者的体征、症状以及用药情

况和情绪变化，必要时还为患者进行了相应的体格和

仪器检查，此外，还了解了患者居住环境的变化和康

复锻炼等情况，同时予以了相应的指导。结果显示，

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水平照出院时明显提高，治疗

依从性也显著上升，患者的再住院率明显下降。还有

学者的研究中，对责任护士进行了分组，每 4 名责任

护士负责 10 余例患者的延续护理工作，每个月对患者

进行一次上门访视，持续时间为 12 个月，访视的内容

主要包括患者的心理情况、生活情况以及用药情况和

家庭情况，并采取相对应的干预措施，包括为患者发

放相关知识手册、讲解疾病的防治知识，指导患者使

用雾化器等，并指导患者填写哮喘控制测试表，进而

可让医师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并对其延续

护理方案及治疗方案进行调整。结果显示，患者对哮

喘先兆、哮喘发作征象、自我处理方法等知识的掌握

程度显著上升，住院次数明显下降[2]。 
（3）网络随访 
有学者基于微信平台对此病患者实施了为期 9 个

月的延续护理，纳入的研究对象共计 59 例，通过在线

问答的方式对患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及时讲解，并

利用公众号、微信群定期推送此病相关知识，患者及

家属对此种延续护理的方式接受度均较高，研究结果

显示，通过网络随访，患者能够获得较好的心理认同

感以及归属感[3]。有国外学者利用网络平台对此病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和健康指导，结果显示，患者及其家属

的焦虑程度均显著下降。有学者建立了支气管哮喘患

者 QQ 群，并呼吁患者家属也进群参与讨论，在群中

定期开展支气管哮喘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同时在线

上对患者和家属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鼓励群内病友

互相分享积极的治疗经验和心得。结果显示，利用网

络平台开展延续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对

于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治疗信念以及治疗依从

性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而且，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延续

护理还具有方便、快捷、经济特诸多优势。 
（4）健康讲座  
有学者在研究中组织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理人

员，对其进行严格的培训以后由医学专家制定具体的

延续护理方案，并有护理人员开展具体的延续护理工

作。每月在院外举办 2 次支气管哮喘疾病相关健康知

识讲座，邀请支气管哮喘患者以及家属共同参与，在

讲座中讲解支气管哮喘常识、雾化器的使用、日常生

活注意事项等。结果显示患者以及家属的护理技能均

明显提升。还有学者通过邀请专家进行讲座的方式对

社区支气管哮喘患者开展健康宣教，在讲座中，通过

提问的方式来加深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国外有学

者在研究中，通过健康知识讲座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支

气管哮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此病的复发率。 
（5）社区管理 
国外有学者对 100 例此病患者进行了随机试验，

通过学校卫生服务中心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观察，以

了解患者用药依从性、急救药物的使用情况。结果显

示，以学校为基础的初级保健系统在防治支气哮喘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还有学者在研究中对近 300 例支

气管哮喘患者提供了社区护理，在护理过程中为患者

建立了专属健康档案，并向患者开展健康宣教，结果

显示，通过社区护理可有效改善此病患者的健康状况。

此外，社区护理服务中引导病情较轻的患者到社区卫

生中心接受治疗，还可通过绿色通道将社区卫生中心

无法治疗的患者快速转送至上级医院，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当前部分地区患者看病难的问题[5]。 
2 支气管哮喘延续护理的效果评价 
目前，对于支气管哮喘延续护理的研究中，多数

研究都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以及患者心理状况

的改善情况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评价。生活质量方面的

评价工具：哮喘生命质量问题（AQLQ），此表包括 6
个领域，共计 33 个条目，涵盖了患者活动受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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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症状以及心理状况、回避刺激物、刺激物反应、

对于病情的担忧，评分范围为 1-5 分，总分 33-165 分，

分值越高代表哮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6]；圣乔治呼吸

问卷（SGRQ），此表主要从症状、活动受限程度以及

疾病影响三个维质对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价[6]；哮喘

控制测试表（ACT），此表的评价内容包括患者哮喘

症状、疾病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急救药物的使用情

况[4]。心理状况的评价工具：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两项量表均为评分越高代表

患者的心理状况越差[6]。延续护理中，多对患者的心理

状况、用药情况和生活情况进行干预，进而来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实施延

续性护理不仅有利于对患者哮喘控制水平进行评估，

也有利于促进医护患三方的有效交流，而且还有利于

对患者病情进行长期监测[7]。 
有学者利用哮喘生命质量问卷、哮喘控制测试表

对患者干预前后 6 个月的生活质量、哮喘控制情况进

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接受延续护理的患者健康知识

知晓率比对照组患者高，而且该组患者哮喘生命质量

问卷量表评分以及哮喘控制测试量表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提示了延续护理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哮喘控制

情况[8-13]。 
3 小结 
综上所述，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在出院后实施延续

护理能够提高此病的治疗效果，通过有计划、有目的、

有序的延续护理服务，能够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掌握自护能力，有利于提高患者及家属对于疾病

的管理能力，进而降低此病的复发风险，减少患者再

住院次数和再住院时间。目前，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已经不断完善，但是仍存在医护力量薄弱的情况，

无法为患者提供全面且高质量的专科诊疗和护理服

务，这也导致了部分患者不愿意接受社区医院的诊疗

服务。此外，延续护理是一种多学科合作的护理模式，

但目前来看，我国延续护理服务的主力仍是医院的专

职护理人员。他们需要在工作之余开展延续护理服务，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延续护理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未来，对相应的保障机制不断进行完善，培养更多的

专业护理人员，提高医护医护人员的整体素养和专业

水平，争取得到家庭和社区的全面支持，是未来延续

护理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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