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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在护理肺结核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评价

杨 静

陕西省人民医院西院体检中心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肺结核患者接受临床护理过程中实施健康管理的效果。方法：从 2019年 1月-2021年 1
月区间接受健康体检后确诊为肺结核的患者内随机选择 84例进行临床研究，根据干预形式对其进行分组，

即实验与对照，各 42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接受健康管理，对比干预效果。结果：实验组总掌

握度（97.62%），对比对照组更高，P＜0.05；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相比无差异，P＞0.05。干

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生活质量相比更高，P＜0.05。干预前，实验组的 SAS 与 SDS 与对照组无差异，P＞
0.05。干预后，实验组的 SAS与 SDS 低于对照组更低，P＜0.05。结论：将健康管理用于肺结核患者护理内，

可以提高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以及生活压力。

【关键词】健康管理；肺结核；护理效果

Clinical effect evaluat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in nursing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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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ealth management o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during clinical nursing.Methods: from january2019 to january2021, 84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clinical study. They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intervention, i.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42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ealth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master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7.6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AS and SD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an
improve their mastery of disease knowledge, improve their bad mood and lif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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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疾病作为一种由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

致的慢性疾病，结核分枝杆菌可以侵袭人体的各个

脏器，但临床医学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常为肺结核[1-2]。

随着我国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对肺结核患者

进行的疾病诊断方法以及护理措施也逐渐增多，有

助于肺结核患者可以顺利恢复健康[3-4]。并且，由于

肺结核疾病属于一种慢性疾病，患者在发病之后常

在接受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之后，出院回家继续后

续的调养以及护理措施[5-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9年 1月-2021年 1月区间接受健康体检

后确诊为肺结核的患者内随机选择 84 例进行临床

研究，根据干预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

各 42 例。实验组年龄在 20-80 周岁，平均为

（43.91±1.21）周岁，男 22，女 20，平均病程

（5.43±1.32）月。对照组年龄在 20-80 周岁，平均

为（43.92±1.23）周岁，男 23，女 19，平均病程

https://jmnm.oajrc.org/


杨 静 健康管理在护理肺结核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评价

- 162 -

（5.44±1.31）月。对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分析后，

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同意。纳入标准：（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
确诊为肺结核，且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存在

凝血障碍。（2）资料不完整。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向患者简单介绍相关治

疗流程，并根据医嘱，为患者进行用药指导。

实验组接受健康管理：（1）健康教育：护士需

宣传消毒隔离的方法，预防传染现象的出现，叮嘱

患者禁止随机吐痰，更不能对着他人咳嗽或者打喷

嚏。患者需尽量与家属分开进食，分开碗筷、毛巾

等，定期对物品进行消毒。患者需定期复查，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护士还需详细讲解早期治疗、联合

治疗、规律用药等重要性，详细介绍药物的使用方

法、剂量等，让患者遵医嘱使用药物。护士需叮嘱

患者合理安排生活，保证日常睡眠充足，注意饮食

搭配。（2）健康管理：首先，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

包括患者的病情病症、联系方式、具体治疗方案、

复查情况、治疗期间心理状况、随访记录等，根据

患者的配合情况、治疗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

护理调整；对患者发放护理联系卡，开通相应的热

线电话，方便对患者进行随访；还要向患者发放关

于防治结核病的宣传手册，利用信息交流软件对患

者普及结核病的防治知识，加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其次，还要向患者宣传政府对结核病治疗的减免政

策、医疗政策等，提供相关减免手续办理的流程以

及可以使用优惠政策购买的药物名称，告知患者在

治疗期间的注意事项、药物服用情况。（3）心理护

理：肺结核疾病属于一种慢性传染疾病，当患者发

现自己被感染疾病、隔离的时候，患者也会发生咳

嗽、发热、气短、发绀以及咯血等疾病症状，对患

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加重患者的疾

病的心理负担以及心理压力。诸多的临床研究结果

显示，大部分肺结核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压

力以及不良情绪，像紧张、敏感、情绪低落等心理

变化。这些心理压力以及心理情绪都会加重患者的

病情，不利于患者的疾病恢复。因此，医护人员以

及患者家属需要充分掌握患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心理

特点，对患者进行合理的心理疏导工作，并加强肺

结核患者的家庭支持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相关作用，

促使患者可以处于一个积极、健康的情绪中，显著

提升患者的疾病恢复信心，有助于患者早日恢复健

康。对肺结核患者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其具有较高的治疗效

果。（4）饮食护理：肺结核患者的日常饮食需要充

分遵循调养原则。需保证肺结核患者的日常饮食充

足，并为患者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并及时补充各种

含有钙物质的食物。汤肺结核患者需要积极摄入更

多的维生素，并适当补充矿物质以及水分等。医护

人员需要询问患者家属有关患者饮食口味以及喜好

的内容，及时调整患者的饮食供给模式以及搭配，

从而提升患者的进食欲望。肺结核患者不应忌口、

偏食、挑食，患者需要保证每日摄入的饮食丰富、

均衡，荤素搭配合理等，从而保证机体摄入的食物

可以满足实际的需求。当肺结核患者使用部分药物

治疗的时候，部分食物会对治疗药物的疗效产生影

响。在肺结核患者使用药物接受治疗的时候，护理

人员需要注意药物禁忌，并合理搭配患者的日常饮

食，促使患者可以顺利接受疾病治疗。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健康教育效果评估，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评

估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问卷总分 100分，问卷

内容包括：药物知识、饮食方面、相关技能、心理

护理等，其中 90分以上为完全掌握；80-90 分之间

为部分掌握；80分以下为掌握不好。

生活质量分析，通过 SF-36 评估量表对生活质

量进行评分，满分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生活

质量水平越高。

统计患者负性情绪通过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

评量表测试，SDS（抑郁自评表）、SAS（焦虑自评

表）评分总数值越高证明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明显，

代表不良情绪产生严重，则应降低数值总分越低越

好。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χ 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s）描述、t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效果

实验组总掌握度更高，P＜0.05，可见下表。

2.2生活质量

干预前，实验组生活质量为（65.58±5.06）分，

对照组生活质量为（66.01±6.01）分，对比χ 2为 0.3547，
P＞0.05。干预后，实验组生活质量为（83.0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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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教育效果情况对比（n/%）

分，对照组生活质量为（75.16±5.18）分，对比χ 2

为 7.2123，P＜0.05。
3 讨论

当前肺结核疾病逐渐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流行传

染疾病，且肺结核传染病也导致成年人发生死亡的

疾病之一[7-8]。肺结核疾病作为一种慢性、消耗性的

传染疾病，其极易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在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公众具

有严重危害性的传统疾病[9-10]。因此，患有肺结核的

患者需要积极接受临床干预，而有效的护理措施是

提升患者治疗效果的有效手段[11-12]。所以，对于肺

结核患者的临床护理措施，需要予以高度的重视以

及研究。肺结核疾病作为一种由于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所致的慢性疾病，结核分枝杆菌可以侵袭人体的

各个脏器，但临床医学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常为肺结

核[13]。

综上所述，对肺结核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实施

健康管理，可以提高患者掌握疾病的程度，改善生

活质量以及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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