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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护理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刘小丽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护理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分析。方法 选取该院 2020年 6月
到 2021年 7月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者 100例进行研究，平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50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

组 50例，给予认知行为护理。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价值。结果 观察组（96.00%）的护理满

意度优于对照组（60.00%），观察组患者的 S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2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良好的护理方式具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价值，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接受适合自己的护理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疾

病的治疗效果，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应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控制在最

低范围内，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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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Xiaoli Liu

Nanjing Lishui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analysi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0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une 2020 to July 2021,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 average. Among them,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are, while 5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gnitive behavioral care.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two nursing methods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ti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6.00%)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0.00%), and the SA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Good nursing methods have good auxiliary treatment value. Elderly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disease by accepting nursing method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m.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can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control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a minimum, and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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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自身吸烟、喝酒等

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受到外界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很有

可能会患上老年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在急性发作的时

候会给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1]。目前，我国治疗老年支

气管哮喘的方法也逐渐变得多样和成熟，治疗之后的

护理对于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恢复治疗来说是非常

关键的[2-3]。已有研究证实，应用认知行为护理能够有

效减少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提升临床疗效。本

研究对我院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患有支

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的 100例患者进行分组论述此观

点，现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0年 6月到 2021年 7月收治的老

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共 50例患者，

男性 35例，女性 15例，年龄 67~89岁，平均（71.24±3.11）

岁；对照组共 50例患者，男性 36例，女性 14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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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69～88岁，平均 （72.12±3.21）岁。对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认知行为护理，

具体内容说明如下：（1）制定护理计划。在实施认知

行为护理之前，建立了专业的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小组，

小组开展了交流会，针对每个病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

评估、探讨，同时也对以往在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困

惑与问题做出了反省与总结，并提出了具体的针对性

的方案，为下一次开展多维度护理做好了参考。（2）

认知干预。因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治疗周期比较长，

而且难以彻底治愈。所以，对于患者来说，掌握一定

的支气管哮喘的知识，提高对该病的认识程度是非常

关键的，对于恢复治疗有很大的帮助。护理人员要对

患者进行健康干预，通过简单、通俗化的语言将与该

疾病有关的一些专业术语表述出来，还可以通过图文

结合、图视结合的方式，向患者发放宣传图册，播放

宣传视频等。还要理解患者对恢复健康、尽早出院的

渴望，给予患者足够信心。（3）心理干预。该病具有

发病反复的特点，长期用药，救治不愈，患者不仅承

受着生理上病痛的折磨，而且在心理上也很容易产生

焦虑、烦躁的心情。甚至很多老年人害怕给子女带来

经济上的负担，产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护理人员要

对症下药，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安慰，可以以亲

切的口吻与患者拉家常，为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来使

患者沉静下来，并定期举办一些适合老年患者参加的

娱乐活动，转移患者的注意力。（4）认知引导。护理

人员在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之后，要给予患者积极的

认知引导，选择恰当的方式来纠正患者对自身疾病错

误的认知，并帮助其建立正确的认知。纠正患者“自暴

自弃”、“自己是个累赘”、“自己没有任何用途”等错误

的认知，帮助其树立“病情仍有缓解的余地和更多治疗

的可能”、“自己的生命仍有价值”以及“以积极的心态面

对后续治疗”等正确的认知，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5）确立目标。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

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交流之后，帮助患者确定一个

自我调整计划。这个自我调整计划包括治疗期间的饮

食计划、复诊计划、用药管理以及生活习惯管理等各

项内容，护理人员为每项计划都设定相应的目标，还

可以借助打卡本，患者在每天完成计划之后，画“√”。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患者的完成情况对目标

和计划进行调整。

1.3指标判定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以及 SAS评分。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

（χ±s）采用两种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进行检验。当 P

＜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2.2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比较（χ±s）

观察组患者的 S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如表二

所示：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病是老年群体中易发的一种常见的支

气管类疾病，如果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在急性发作期

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就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甚

至会导致死亡[4]。所以，在老年支气管哮喘的急性发病

期，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确认情况，积极接受有效的

治疗。目前，对于老年气管哮喘病主要采用药物治疗

的方式，并且在患者的急性发病期进行有效的护理工

作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该病治疗周期比较长，且难以根治，老年患

者很容易出现焦虑、自暴自弃等不良情绪[5-6]。如果护

理工作做的不到位，很有可能会增加患者出现心理问

题的可能性，做好护理工作就能有效促进患者更好的

恢复。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临床中应用率比较高的一

种新型心理干预疗法，通过对患者进行短期的认知心

理干预，来改变患者的消极想法和面对生活的态度，

以增强患者接受治疗的信心[7]。认知行为护理与传统的

心理护理不同，该种护理方式强调认知的重要作用，

能够改变患者对疾病的不良认知，并形成对自身病情

的正确认知，以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而且，已

有研究证实，认知行为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精神疾病

患者的康复进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8]。将认知行

为疗法和临床护理结合起来，能够发挥树信心和促康

复的双重作用，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而且还有利于患者负面情绪的消化，对于提高患者的

生命质量和减轻焦虑程度具有积极意义[9]。在本研究中，

医院通过建立专门的认知行为护理小组对患者进行干

预，对患者进行积极的认知行为干预，分析患者的心

理状态，并确定具体的目标，帮助患者进行认知重建，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研究中，观察组（96.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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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60.00%），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2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总之，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应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

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控制在最

低范围内，值得推行运用。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比较

组别

SA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7.26±14.78 51.15±2.75

对照组 66.25±12.07 58.13±1.68

t 0.2620 2.2124

P 0.7943 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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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10（20.00） 20（40.00） 30（60.00）

观察组 50 25（50.00） 23（46.00） 2（4.00） 48（96.00）

χ2 - 6.114 5.564 5.341 3.594

P - 0.005 0.002 0.00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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