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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护理服务"在慢阻肺患者居家护理中的观察 

李美瑶，杨红伟，陈秀华，于 淼，郭百静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佳木斯 

【摘要】目的 探讨“互联网+护理服务”在慢阻肺（COPD）患者居家护理中对患者肺功能、生活质量及并

发症发生风险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收治的 96 例 COPD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分

组方式：随机抽样法），每组 4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则采用“互联网+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模式。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6 分钟步行试验距离、生活质量（CAT）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来评估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FVC、FEV1）、6 分钟步行试验距离显著优于对照组，CAT 生活质量评分也明

显较低，同时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更少（P＜0.05）。结论 “互联网+护理服务”在 COPD 患者居家护理中

显示出显著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同时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值得在临床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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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on lung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risk 
of complications in home nursing of COPD patients.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COP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grouping method: random sampling), with 4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home nursing mode. Lung function,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quality of life (CAT),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evaluate nursing outcomes. Results The lung function index (FVC, 
FEV1) and 6-minute walking test dist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AT quality of life scor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nursing was less (P < 
0.05). Conclusion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 has shown remarkable application effect in home nursing of COPD patient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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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病程长、

易反复、管理复杂，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1]。因此，探索并实施有效的居家护理策略，对于提

升患者生活质量、减轻医疗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互联网+护理服务”正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步渗透并

改变着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打破

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居家护理便利[2]。多项研究表示，在互联网技术支

持下，COPD 患者的护理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对患者

在症状管理、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及生活质量改善等方

面提供了极大的护理支持[3-4]。因此，本文对 COPD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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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居家护理服务过程进行观察，分析“互联网+护理

服务”护理模式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收治的 96

例 COPD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分组方式：随机抽样

法），每组 48 例。对照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25 例和

23 例，患者年龄区间值在 44-78 岁，平均 65.35±5.24
岁），观察组（男性 26 例，女性 22 例，患者最小者

45 岁，最大年龄为 79 岁，平均 65.89±5.36 岁）。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阻肺诊断标准；②年龄≥40岁；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③具备基本的互联网使用能力；④

居住环境适宜进行居家护理；⑤愿意配合研究并按时

完成各项评估；⑥能够独立完成或在家人协助下完成

护理任务。 
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严重呼吸系统或心、肝、肾

等脏器功能不全；②恶性肿瘤患者；③近期接受过手术

治疗；④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有精神障碍或认知障碍

史；⑤无法使用互联网或不愿意接受“互联网+护理服

务”；⑥居住在偏远地区，无法获得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⑦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定期随访、电话咨询、

健康教育等。 
观察组：采用“互联网+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模式，

具体措施包括： 
（1）借助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开辟互联网居家护理

管理版块，医护人员可录入患者的个人信息、病情记录

及用药情况等关键数据，便于远程监控患者的健康状

况。同时，借助微信、电话等社交渠道实现患者与医生

之间的即时沟通，患者可通过借助沟通渠道及时向医

护人员讲述症状变化、用药反馈等信息，医护人员则能

据此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 
（2）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渠道，定期发

布慢阻肺相关的健康教育内容，如疾病知识、症状管理、

用药指导、呼吸训练方法、并发症急救措施等，帮助患

者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同时，患者还可以在线咨询医生

或护士，获取专业解答和个性化建议，从而有效缓解患

者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3）利用可穿戴设备等物联网技术（可穿戴设备、

远程监测仪等），实时收集患者的生理数据，如心率、

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并通过互联网上传至医疗平台，

实现对患者生命体征的远程监测。医生或护士可以远

程查看这些数据，及时发现患者的异常状况，进行远程

评估和指导。一旦监测到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向患者

及医护人员发出预警，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 
（4）借助互联网沟通渠道，医护人员可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饮食

建议、呼吸训练计划、运动处方、药物使用指导等），

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发送给患者或其家属。 
（5）长期患病的患者往往伴随心理压力，而互联

网护理平台可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交互动的空间。

患者可通过平台参与病友交流群、心理健康讲座等活

动，分享治疗经验、缓解心理压力。医护人员也可通过

平台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

心。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护理前、护理后 6 个月的肺功能指

标（FVC、FEV1）和生活质量（CAT/慢阻肺患者的自

我评估测试量表，总分 0-40 分，分数低于 10 分则表示

患者受慢阻肺影响越小，生活质量越高）。 
（2）对比两组护理 6 个月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通气功能障碍、低血压、肺气肿）。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 sx ± ）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以率（%）表示，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的肺功能情况 
观察组的 FVC、FEV1 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 
2.2 分析两组的 6 分钟步行试验及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的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比对照组远，且CAT

生活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3 分析两组的并发症情况 
观察组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率6.25%（3例/48例，

通气功能障碍 2 例、低血压 1 例）低于对照组 22.92%
（11 例/48 例，通气功能障碍 6 例、低血压 5 例、肺气

肿 1 例），（χ2=5.352，P=0.021）有统计差异。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COPD 的发病率逐

年上升，已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

的医疗模式往往侧重于院内治疗，而患者出院后的居

家护理往往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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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的 FVC、FEV1 指标（ sx ± ） 

组别 例数 FVC（L） FEV1（L） 

  护理前 护理 6 个月后 护理前 护理 6 个月后 

观察组 48 2.45±0.22 3.59±0.34 1.72±0.16 2.46±0.28 

对照组 48 2.51±0.21 3.06±0.23 1.69±0.18 2.01±0.17 

t - 1.367 8.945 0.863 9.518 

P - 0.175 0.001 0.390 0.001 

表 2  对比两组的 6 分钟步行试验距离、CAT 评分（ sx ± ） 

组别 例数 6 分钟步行试验距离（m） CAT（分） 

  护理前 护理 6 个月后 护理前 护理 6 个月后 

观察组 48 382.15±67.49 412.85±85.44 23.62±10.36 13.26±5.47 

对照组 48 379.58±68.52 487.95±88.54 23.28±9.85 17.86±6.49 

t - 0.185 4.229 0.165 3.755 

P - 0.854 0.001 0.870 0.001 

 
有研究提出“互联网+护理服务”可以利用互联网

技术实现远程监控、健康指导、定期随访等功能，为患

者提供了更加便捷、全面的护理服务，对于改善 COPD
患者的居家护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6 分

钟步行试验距离显著优于对照组，CAT 生活质量评分

也明显较低，同时护理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更少（P＜
0.05）。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了“互联网+护理服务”在

COPD 患者居家护理中的显著优势。一项研究显示，在

以互联网为支撑构建的医-社-家三元联动护理模式下，

COPD 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得到显著改善[5]，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实时远程监控和个性化健康指

导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6]。另一项研究发现，互

联网+技术的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 COPD 患者的生

活质量。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可能是因为定期随访和

心理支持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其生活质

量。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在“互联网+护理服务”居

家护理模式的干预下，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

实时获取患者的生理数据和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

理潜在问题，从而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7]。同时，借

助互联网沟通渠道，医护人员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

并且，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医护人员还可以定期与患者

进行沟通，了解其病情变化和需求，及时提供心理支持

和鼓励，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和依从性[8]。 
综上所述，“互联网+护理服务”在 COPD 患者居

家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并减少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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