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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缺陷护理模式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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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零缺陷护理模式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某院呼吸科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3 月收治的 8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按照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实验组，每组 40 例患

者，入院时间在 2021 年 10 月-12 月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入院时间在 2022 年 1 月-3 月为实验组，实施

零缺陷护理模式。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进行分析。结果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老年慢阻肺患者

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开展零缺陷护理模式，效果优异，患者对护理的工作有更高的认同感、生活质量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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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zero-defect care mode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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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zero-defect nursing mode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a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dmission time;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ere the control group from October-December 202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rom January-March 2022 to implement zero-defect nursing mode. The satisfaction of car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work of zero-defect nursing mode of elderly COPD 
patients, excellent effect, patients have a higher recognition of the nursing work,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as been subl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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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常见的

呼吸系统慢性疾病，以气道气流受限为主要特征[1]。目

前 COPD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吸烟、感染、大气

污染、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COPD 已经成为世界第三

大死亡原因[2]，中国 COPD 的患病率高达 13.7%，40
岁以上的患病人数接近 1 亿[3]。COPD 的临床表现包括

呼吸困难、胸闷、咳嗽等，长期的慢性症状对患者的生

理和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导致其生活质量的下降[4]。

因此，临床上慢阻肺的治疗目标不但要缓解临床症状，

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还需要对患者及时进行心理疏

导，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5]。对于老年慢阻肺来讲，良

好的预防大于治疗，这就要求老年慢阻肺患者戒烟，避

免感染，积极防治，通过药物和人体的双重作用慢慢恢

复肺部活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改善生活品质[6]。常规护理仅侧重于疾病本身，而零缺

陷护理模式是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更侧重对人的护理。

因为 COPD 在冬、秋两季高发，故本文选取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3 月收治的 8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零缺陷护理模式对老年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患者的应用效果并加以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呼吸科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3 月收治

的 8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按照入院时间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0 例患者，入院时间在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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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2 月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入院时间在

2022 年 1 月-3 月为实验组，实施零缺陷护理模式[7]。

对照组：男 34 例、女 6 例，年龄 60-76 岁，平均年龄

（67.46±4.16）岁。观察组：男 30 例、女 10 例，年龄

60-75 岁，平均年龄（66.33±3.96）岁。两组研究对象

的性别、年龄等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1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8]：①年龄在 60 岁以上；②经检查确诊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③精神无异常，可进行正常沟

通；④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9]：①排除确诊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②

排除依从性较差的患者；③排除临床信息不完善者。④

排除重度感染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入院时积极接待，询问

患者及家属基本情况、疾病既往史、用药史、测量基本

生命体征、介绍科室布局；向患者解释相关检查流程并

协助患者完成相关检查；治疗结束后，对患者及家属进

行健康宣教及其他相关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在住院期

间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出院时，护士要告知患者回家后

正确的休养方式，并嘱咐患者定期去医院复查。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零缺陷护理模式，

成立由护士、护士长、医生组成[10]的零缺陷护理模式

小组，护士长担任组长对小组成员进行理论培训，学习

COPD 的相关理论知识和零缺陷护理模式的流程，对

医院现存的护理模式进行讨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

符合COPD的零缺陷护理方案。①对入院的老年COPD
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疾病严重程度、气流受限程

度、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等方面的评估，以了解他们的

护理需求。②明确护理诊断。③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计划，明确老年患者的护理目标、护理措施

和预期的护理结果。护理计划应包括药物治疗、氧疗、

吸入治疗、运动康复、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等方面。④

执行护理操作，按照护理计划，为老年 COPD 患者提

供规范、准确的护理操作，包括药物治疗、氧疗、吸入

治疗、运动康复等。同时，要关注患者的舒适度和心理

状态，以及与家属的沟通和合作。⑤通过定期收集患者

的反馈意见和评估结果，对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和

优化。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经验总结和交流会议，分

享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促进团队学习和成长。建立高

效的团队协作机制，医护人员之间密切配合、分工合

作，共同为老年 COPD 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

务。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团队协作能

力和整体护理水平。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护理满意度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采用医院科室自制的

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比较，问卷包括满意、基本满意和不

满意。总满意度=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2）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采用 SF-36 生活质量调

查表 [7]进行评价，量表由美国波士顿健康照护系统

（Boston Health Care System）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发。

该量表包括 8 个维度，主要包括生理机能、生活质量、

疼痛、公共健康、社交功能、身体角色、情感角色、心

理健康；总分是 800 分，各维度得分为 100 分，得分

越高代表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本实验选取生活质量

这一维度进行研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M±S）以表示，

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护理后实验组患者满意

率（97.5%）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率（87.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生

活质量均高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40 25（62.5%） 10（25%） 5（12.5%） 35（87.5%） 

实验组 40 33（82.5%） 6（15%） 1（2.5%） 39（97.5%） 

χ2     3.652 

P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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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n 躯体健康 生理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 适应社会能力 睡眠质量 

对照组 40 75.21±6.52 73.12±6.23 70.23±5.32 69.23±3.26 70.26±5.29 

实验组 40 80.23±6.89 78.26±6.76 77.26±6.55 76.48±4.27 79.21±6.57 

t  8.1253 6.5621 8.6954 7.9653 8.0265 

P  0.026 0.043 0.049 0.039 0.025 

 
3 讨论 
COPD是一种老年人中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临床以呼气性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主要累及病人肺

部，引起病人咳嗽、胸闷等症状。国内外文献研究中尚

未发现治疗 COPD 的有效措施[11]。现有的医疗技术只

能控制感染，降低疾病的发作次数，改善患者的呼吸功

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12]。对于老年 COPD 患者来说

护理是疾病康复的关键点[13]，减轻老年 COPD 患者临

床症状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策略就是肺康复训练
[14]。常规护理过程中，患者在进行康复训练时会出现

训练方法不准确、每个步骤做得不到位等质量问题，长

久以往，患者会因没有看到康复训练的效果，心理出现

消极情绪，治疗的意愿也会降低，从而导致患者生活质

量降低，护理工作得不到认可，护理满意度降低；零缺

陷护理模式要求护理过程中以患者为中心，护患交流

加深，护士可以及时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护理过程更优

化。 
传统护理模式在老年 COPD 患者的应用过程中，

重视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技术的运用。护理人员会根据

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和治疗，同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心理辅导和康复训练。然而，由于传统护理模式缺

乏系统化的管理和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往往存在护

理操作不规范、护理记录不准确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患

者的护理效果和生活质量。对于老年 COPD 患者，传

统护理模式和零缺陷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可以从护理

满意度和患者生活质量两个方面来评估。在护理满意

度方面，零缺陷护理模式由于更加关注患者的需求和

护理质量，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而在患

者生活质量方面，由于零缺陷护理模式不仅关注患者

的身体健康，还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

因此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相比之下，零缺陷护理模式注重以患者为中心的

全面护理，旨在提高护理质量，满足患者的需求。在零

缺陷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会与患者建立伙伴关系，充

分了解患者的需求和评估患者的病情。同时，通过规范

化的护理流程、完善的监控体系和反馈机制，确保护理

操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此外，零缺陷护理模式还注重

对患者的心理辅导和健康教育，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

生活态度，提高生活质量。 
4 小结 
综上所述，零缺陷护理模式在老年 COPD 患者的

应用中具有更好的效果，能够提高护理满意度和生活

质量。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大力推广零缺陷护理

模式，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建立完善的护理质

量管理体系，以满足老年 COPD 患者的需求，提高其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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