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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联合心理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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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联合心理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慢阻肺患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患者，对照组进行常

规护理，观察组进行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联合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结果 护理前，两组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相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观察组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康复

护理自我管理联合心理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有积极影响，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

质量，值得临床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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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COPD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OP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2023.1 to 2023.1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numerical random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PD patients,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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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

数量不断增加，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的加剧

和细菌抗药性的增强所致[1]。这种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

群，其典型表现包括痰液难以排出。如果这种疾病进展

到晚期，就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给全身带来严重危害，影响各系统功能[2]。生活质量和

健康状况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尽早就医治疗至关重

要。除了常规治疗外，患者还需要接受专业护理，以提

高治疗效果，促进肺功能康复[3]。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研

究康复护理自我管理结合心理护理对 COPD 患者的影

响，相关细节将在后续讨论中详细阐述。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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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慢阻肺患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60.98±5.66 岁）和观察

组（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60.17±5.99 岁），对

比两组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

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引导病人按时服药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也要提醒患者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生活

细节保持高度警惕。譬如，吸烟者应积极戒烟，以免病

情恶化；在康复过程中，应注重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

以预防感冒和其他感染的发生；还需督促病人改善饮

食结构，增加蔬菜、水果和奶制品的摄入量。 
观察组进行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联合心理护理： 
（1）提高患者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水平：指导患者

和其家人采取合适的护理措施，如保持家庭环境清洁、

保持患者的卧室通风通畅，避免摆放鲜花并合理调节

室内温湿度；根据季节变化及时增减患者的衣物，避免

出汗后受凉；降低在公共场所逗留的次数，以减少感染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风险[4]；建议根据个人状况选择适

宜的运动方式，如慢跑、跳绳、骑行等，但运动前需进

行适当的热身活动，如简单的弯腰活动，以防止肌肉拉

伤；保证每餐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并增加食谱中的鱼

类、豆类和牛奶等蛋白来源，减少糖分摄入，增加膳食

纤维摄入量；保持充足的饮水量，但最好不要在进餐前

喝太多水，以免影响饮食摄入并引发营养不良；针对吸

烟者，需详细说明吸烟的危害以及对疾病治疗的不利

影响，可借助展示因吸烟导致疾病恶化的案例，激发患

者对戒烟的紧迫性，积极引导其戒烟。 
（2）心理护理：护理人员有必要指导患者认识到

自我情绪调节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欣赏音乐或进行心

理交流等方式给予心灵慰藉，帮助患者宣泄内心的负

面情绪，减轻对疾病的恐惧和紧张情绪，引导患者学会

有效的情绪管理技巧，同时了解自我压力缓解方法，从

而促使患者更积极地配合治疗过程[5]。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自我管理能力、

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由护理人员对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自我管理能力

越强；心理状态：使用 SCL-90 进行评估，分数越低代

表心理状态越好；生活质量：使用简易生活质量评分量

表（SF-36）进行评估，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sx ± ”表示计量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管理能力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56.89±5.66 分）和对照组（56.76

±5.32 分）的自我管理能力相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t=0.118，p=0.906）；护理后，观察组的自我管

理能力（80.08±12.33 分）明显强于对照组（73.65±
7.99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095，p=0.003）。 

2.2 心理状态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50.77±5.44 分）和对照组（50.98

±5.65 分）的心理状态相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t=0.189，p=0.850）；护理后，观察组的心理状态（29.89
±3.36 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4.44±9.43 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t=3.214，p=0.002）。 
2.3 生活质量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60.98±5.33 分）和对照组（60.32

±5.32 分）的生活质量相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t=0.621，p=0.537）；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82.32
±13.22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75.98±7.66 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t=2.934，p=0.004）。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通常被简称为慢阻肺

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患者持续受气流限

制，伴随呼吸系统症状。这种疾病主要影响年龄较大的

人群，其中吸烟和慢性支气管炎等危险因素[6]尤为明

显。治疗慢阻肺病需要积极干预，目前临床上通常采用

改善呼吸功能、减少气道疲劳、优化肺部功能等策略，

以延缓病情恶化。在中国，治疗慢阻肺病的挑战主要在

于治疗效果反复，病情控制效果不佳，这与患者日常治

疗依从度不足有关。大多数患者在病情发作和进展时

都会遵循治疗方案，保持较高的依从度，但通常需要医

护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许多患者难以有效地自我管理

治疗，这导致出院后依从度逐渐下降，甚至出现用药中

断，对患者的长期预后造成不利影响。 
自我管理在康复护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指的是

患者主动参与治疗过程的行为，涵盖了病情监测、遵循

治疗计划、自我症状管理、采取积极健康行为以及与医

疗团队有效沟通的方方面面。患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投身治疗，以更好地管理自身的康

复进程。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康复护理只是手段，真正

的康复取决于患者自身的努力。自我管理有助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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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了解本身健康状况，根据治疗要求制定个性化

的康复计划，从而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当然，

自我管理同样需要医疗人员提供指导和支持，在不断

调整和完善过程中，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在护理

过程中，心理护理是指护理人员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

（包括运用心理学和技术），积极地影响病人的心理过

程，以实现护理目标的一种治疗方法。 
心理护理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具体体现在几个方

面。首先，心理护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当今社会，由于各种心理压力和竞争，许多人面临焦

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而心理护理能协助个体认

知自身情感和问题，通过多种技术和策略调节情绪、解

决问题，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增强个体的抗压能力。其

次，心理护理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建立健

康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心理护理

通过提供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技巧，有助于改善人际关

系，解决潜在的冲突和问题。通过接受心理护理，个体

有机会学习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建立亲密的关系，加强

社交技能，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心理护理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缓解心理疾

病的症状和痛苦。很多心理疾病，如焦虑症、抑郁症和

创伤后应激障碍，给个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扰。透

过心理护理，个体能够获得专业的辅导和支持，学会有

效地应对策略，从而减轻症状和痛苦。心理护理还能帮

助个体理解疾病的原因和发展过程，提供相应的心理

疏导，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促进康复。通过强调患

者和家庭的自主性和参与性，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联合

心理护理提高了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团队的合作和专业技能被整合，为

患者提供了全面、协调和连续的护理服务。这种方法确

保了患者接受最佳的医学治疗，并在康复过程中得到

持续地支持和指导。此外，康复护理自我管理和心理护

理措施鼓励病人积极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并量身定

制个性化的自我管理计划。这种做法激励患者更积极

地学习和遵从治疗方案，提升他们的自我护理技能。同

时，还提供心理支持和干预，帮助病人处理焦虑和抑

郁，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增强自我护理[7]的能力。

康复护理的自我管理和心理护理之间的协同作用对慢

阻肺患者的预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结合康复护理的自我管理和心理护理可以

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透过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这种

联合护理模式帮助患者更有效地管理疾病、减少复发，

从而降低住院次数和时长。其次，康复护理的自我管理

和心理护理合作提高了患者的自我护理技能，使他们

更能够掌控疾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延长寿命[8]。

另外，这种协同护理还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干预，帮助

患者更好地面对疾病，改善心理健康，从而进一步改善

预后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在慢阻肺病人的自我管理技能、心

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方面，将康复护理自我管理与

心理护理相结合，能够得到明显增强。这意味着康复护

理自我管理和心理联合护理的方法在临床工作中得到

应用，能有效提高病人的疾病恢复效果，对其预后改善

有一定的帮助。因此，为促进慢阻肺患者康复水平的提

高，建议将康复护理自我管理与心理护理相结合的方

法广泛应用于实际临床操作中。 
综合以上所述，康复护理自我管理与心理护理相

结合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提

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技能、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值得在

临床实践中推广。然而，这项研究存在样本量不足、研

究时长有限等限制。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康

复过程中的样本规模，延长随访时间来验证康复护理

自我管理与心理护理联合干预的长期效果。同样，为了

提供更多有效的康复护理手段，值得探究其他可能的

护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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