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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耐药肺结核护理中的应用

庄树菡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结核病防治所 山东青岛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耐药肺结核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将我所 2020 年 3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

耐药肺结核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配合健康教育。比较两

组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不良情绪相关指标、治疗依从性、耐药肺结核疾病知识认知、用药方

案认知。结果 实验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高于对照组，不良情绪相关指标低于对照组，治疗依从性高于

对照组，耐药肺结核疾病知识认知、用药方案认知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耐药肺结核患者实施常规

护理配合健康教育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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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of drug-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Shuhan Zhuang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e of Huangdao District,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drug-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drug-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The scores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related indicators of bad emotions, treatment compliance, knowledge of drug-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drug use pla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score
level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lated
indexes of bad mood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knowledge of drug-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drug use pla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for
drug resista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is de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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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以肺结核为主要媒介，通过呼吸

道途径传播的一种慢性传染病。肺结核总体耐药性

占全国肺结核总体耐药性的比重很高，已成为制约

肺结核防治工作的一大难题。已有的研究显示，对

于普通肺结核患者，其方案简单，时间短。而肺结

核患者的耐药性会对治疗和药物的疗效产生很大的

影响。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抗菌肺结核的健康教育

和疗效评估工作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1]。与传统

护理方法相比，健康教育对缓解耐药性肺结核患者

的恐惧、焦虑、抑郁心理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探

析了健康教育在耐药肺结核护理中的应用，报道如

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所 2020年 3月-2022年 1月 80例耐药肺结

核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入选条

件：（1）所有患者均经结核分枝杆菌培养，均为阳

性，并对一种或多种抗 TB药物产生耐药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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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都有参与这项调查的权利。排除条件：（1）
无意识，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2）排除心肝肾功

能不全、严重肺炎、哮喘、恶性肿瘤。

其中实验组年龄 34-76岁，平均（45.46±2.27）
岁，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35-75 岁，平均

（45.78±2.91）岁，男 26：女 14。两组一般资料统

计 P＞0.05。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主要是针对患者的病情、

药物的不良反应、耐药性等方面进行基础护理，按

照医生的要求，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控，保持病房

的卫生，回答患者的问题，并进行不良反应的监测。

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配合健康教育。第一，制

订《健康教育手册》，对耐药肺结核患者的相关知

识进行整理，包括病因、用药原则、药物副作用、

隔离措施等，并将其编成一本小册子，发给所有患

者。第二，住院评价。在患者住院后，对患者进行

评估，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如疾病的相关情况、

药物的耐药性、文化程度等，并根据患者的情况，

进行相应的健康教育。要根据患者本身的特点，比

如，对年龄偏小的患者，要尽可能使用简单、容易

理解的词语，避免使用专业术语。第三，制定健康

教育计划：成立一个护士长、责任护士组成的护士

长，每个人都要接受有关抗菌肺结核的临床知识，

再进行统一的训练，在护士长的带领下，按照患者

的年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制定个性化的健康

教育计划，由责任护士负责，护士长负责监督和指

导。

第四，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1）疾病知识，

首先是对患者的疾病知识进行评价，然后通过访谈、

发放宣传手册、播放视频、讲座等形式，将耐药性

肺结核的病因、病机、症状、危害及防治措施等进

行阐述，使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更好的了解，并能

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情。（2）药物指导，对耐药肺

结核的治疗原则是早期、联合、足量和持续使用；

护士要耐心地向患者解释药物使用的原理、方法，

并向患者说明药物的期望和可能的副作用，使患者

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明确告诉患者积极的正面

心态有利于病情的好转，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会

对治疗效果和预后产生不利的影响。（4）饮食指导：

一是根据患者的营养情况，根据患者的喜好，制订

合理的饮食计划，多吃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

的食物，多喝水。同时，要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做好口腔卫生工作，并指导患者将咳出的

痰液用纸巾包裹起来，然后进行特殊的治疗。为了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

第五，根据不同阶段进行健康教育。（1）初期

在患者入院前 1~3 天，在这段时间里，要进行患者

的早期入院教育，告诉患者如何使用痰液，做好口

腔卫生。禁止在公共场所吐痰，并说明主要的危险

因素是怎样进行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患者采取科

学的姿势进行休息。按照医生的要求，给患者开药，

告诉患者服药的名字，服药的时间，用量，服药的

时候，告诉患者不要按照医生的要求乱用药，不要

在服药过程中出现的副作用。同时要做痰液检测。

引导患者进行咳嗽，首先是漱口，然后用力咳嗽。

另外，还要对患者的药物使用进行监测。保证患者

按时服药，给予患者治疗的信心，告诉他们按照医

生的要求进行治疗，可以达到期望的结果，增加患

者的自信心，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2）在

住院的中期这个阶段，除了介绍有关疾病的知识外，

还要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作息、饮食等。建

议患者多喝水，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

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要多吃乳制品，蛋类

等。平时要注意不要熬夜。白天锻炼身体，比如太

极拳、散步等。同时要注意禁止吸烟，避免引起呼

吸道的刺激，导致痰液分泌，要告诉患者吐痰的危

险，同时要用手绢捂住口鼻，以免感染结核菌。（3）
患者在离开医院之前，应对患者出院后的用药情况

进行说明。对其进行定期复查，并对其进行合理的

膳食和心理疏导。再次强调乱用药的危险，一定要

按照医生的要求用药。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不

良情绪相关指标、治疗依从性、耐药肺结核疾病知

识认知、用药方案认知。

1.4统计学处理

SPSS23.0软件中，计数χ2统计，计量行 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不良情绪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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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前两组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比

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其中，护理之前对照

组 SDS 评分和 SAS 评分分别对应的是 60.21±2.71
分和 60.21±2.01分，护理之后对应 47.12±2.21分和

48.31±2.34分。护理之前实验组 SDS评分和 SAS评

分分别对应的是 60.79±2.15分和 60.21±2.21分，护

理之后对应 35.12±2.45分和 37.01±2.25分。

2.2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

护理前两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比较，P＞
0.05，对照组 61.56±3.12分，实验组 61.56±3.03分，

护理后两组均显著改善，而其中实验组自我管理能

力 评 分 水 平 96.16±3.61 分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82.16±3.01分，P＜0.05。
2.3治疗依从性

实验组的治疗依从性 40（100.00）比对照组 32
（80.00）高（P＜0.05）。

2.4耐药肺结核疾病知识认知、用药方案认知

实验组耐药肺结核疾病知识认知 96.56±3.61
分、用药方案认知 96.12±3.21分均高于对照组 82.43
±3.57分和 82.68±3.01分，P＜0.05。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水平高

于对照组，不良情绪相关指标低于对照组，治疗依

从性高于对照组，耐药肺结核疾病知识认知、用药

方案认知高于对照组，P＜0.05。可见，耐药肺结核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配合健康教育效果确切[2-6]。临床

研究发现，耐药肺结核的病因有：细菌感染、人为

因素、患者自行停药、不能耐受副作用、早期治疗

不当等[7-8]。在临床上，由于以上原因，加之患者对

自己的病情不了解，不能改变治疗方案，不利于病

情的好转。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它为医疗与护理工作的有序、高效进行奠定

了基础。实践证明，通过有针对性、有组织、有计

划的健康教育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认识和遵从。本

研究对患者实施全面、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针对

患者的具体情况，制订适当的健康教育计划，通过

了解耐药的诱因、发展过程、防治知识等，使患者

了解抗菌药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患者能正确地

改变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并能更好的配合治疗，

促进病情的转归[9-10]。

综上，开展健康教育可以促进耐药肺结核患者

的健康知识，可加强其临床遵从性，具有一定的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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