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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肺部术后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影响 

何嘉怡，孙慧容，张 亮，胡 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胸外科  广东深圳 

【摘要】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对肺部术后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我院胸外科住院的肺部手术术后患者 188 例，分析实施常规护理模式与实施叙事护理模式前后，在呼

吸功能锻炼依从性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效果区别。结果 实施叙事护理后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频次与时

间明显高于实施常规护理模式，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结论 叙事护理对肺部手术后患者的呼吸功能

锻炼依从性有积极影响，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与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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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after pulmonary surger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188 patients received 
pulmonary surgery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or narrative nursing, compliance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nursing mode. Results Whe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patients received narrative nursing tends to have more frequent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long exercise time and less surgical compications.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pliance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exercise after lung surgery, which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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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是指护士通过引导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并给予分析和反馈，帮助患者实现人生的故事重建，

正视所面对的现实事件[1]。在理论技术方面，叙事护理

可分为外化、解构、改写、外部见证人以及治疗文件

五大部分。本研究探讨叙事护理在肺部术后患者进行

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资料 
收集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

七医院胸外科进行肺部手术患者 188 例，根据是否进

行叙事护理模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94 例。对

照组男性 51 例，女性 43 例，年龄（54.57±34.13）岁，

最小 18 岁，最大 92 岁。观察组男性 43 例，女性 51
例，年龄（52.07±29.44）岁，最小 18 岁，最大 82 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纳入标准：所有根据 X 线、CT 及实验室检

查确诊，需要进行肺部手术治疗的患者；年龄超过 18
周岁；经治疗病情处于稳定期，生活自理、顺畅沟通

的患者。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意识

障碍或智力缺陷者；病情不稳定无法进行呼吸功能锻

炼者；治疗无效死亡者。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 
1.2 实施方法 
（1）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包括术前入院宣教、健康指

导、呼吸功能锻炼宣教等，术后的体位、生命体征、

疼痛护理、管道护理、皮肤护理等基础及专科相关护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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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叙事护理。①在进行叙事

护理模式前，首先成立一个由护长、主管护士及主管

医生组成的叙事护理小组。在小组内共同学习叙事护

理相关内容，整理叙事护理常规并引导患者自我叙述

与配合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工作流程与对话模板。②

术前一天由主管护士从进入患者故事、对患者给予正

向反馈、总结与反思三个部分引导患者倾诉现阶段面

临的困扰。叙事护理作为健康教育的新方法，能够给

患者提供行为动机、改变的具体环境、共同面对的困

难，展示对故事角色的自我认知，使其更容易接纳与

理解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③每天

两次，每次半小小时进行叙事护理辅导，对于消极的

患者，向其介绍成功案例；对于意志力薄弱的患者，

制定可行目标，家属或医务人员作为其外部见证者及

时给予肯定与支持。叙事护理小组积极收集患者的呼

吸锻炼及心理成长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后续的叙事护

理模式。④术后第一天给予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日记本

并告知使用方法，当患者成功掌握呼吸功能锻炼方法

或取得进步与效果时，外部见证人应当及时给予肯定，

或选择治疗文件进行记录。⑤术后三天时，组内成员

与患者及其家属开展一次针对呼吸功能锻炼掌握与执

行情况及患者个体收获与疑惑的讨论会，阶段性总结

与反思以往护理模式中的优缺点，并在后续实施中进

行针对性调整。 
1.3 评价指标 
患者训练依从性评价标准：每天坚持训练患者为

依从性好，每周训练时间 4-6 天为一般，每周训练 4
天以下为训练依从性差。两组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呼

吸困难、肺不张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运用 SPSS 26.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

各指标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分析，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实验组患者依从性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15.903，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实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8.381，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依从性情况比较 [例（%）] 

组别 好 一般 差 

对照组（n=94） 77（81.91） 16（17.02） 1（1.06） 

实验组（n=94） 89（94.68） 1（1.06） 4（4.26） 

χ2 15.903 

P ＜0.05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例（%] 

组别 肺部感染 肺不张 呼吸困难 并发症发生 χ2 P 

对照组 6（6.3） 5（5.3） 5（5.3） 16（17） 
8.381 <0.05 

实验组 1（1.1） 1（1.1） 2（2.1） 4（4.2） 

 
3 讨论 
3.1 叙事护理能有效提高患者进行肺功能锻炼的

依从性 
叙事护理可引导患者正视当下现实事件，主动地

配合治疗与康复锻炼[2]。有文献 [3]指出，倾诉是人遇到

明显压力时更愿意选择的宣泄方法。在临床工作中，

护士在护理患者的过程更容易发现患者的内心需求[4]。

在常规护理过程中，护士更多地关注患者身体状况，

叙事护理能指导临床为患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精准化

的护理照护，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3.2 叙事护理能有效减少肺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肺部手术多为三、四级的大手术，早期采用叙事

护理可有效降低患者对疾病的不确定感，让患者以平

和的心态配合手术及术后的康复锻炼。运用叙事护理

后，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方式与配合以及术后

功能锻炼有充分的了解，能发自内心地提高依从性与

执行力。当我们控制好患者术后疼痛与感染的发生，

同时按实际情况补充营养，再配合患者的积极功能锻

炼，肺部术后并发症能大大减少。 
3.3 叙事护理能促进患者术后肺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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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功能锻炼是通过缩唇呼吸、腹式呼吸等提高

呼气相支气管内压力，防止小气道过早陷闭，从而加

强胸、膈呼吸肌肌力及耐力，进而改善肺功能[5]。因此，

让患者了解并能持之以恒地执行，便成了医护人员指

导患者术后康复的重点之一。叙事护理让医护人员走

进患者的个人世界，使得患者和医护人员成为同一战

线上的战友，而敌方是患者正在面对的现实事件。因

而，患者能发自内心地、积极地进行呼吸功能锻炼。 
4 结论 
叙事护理对肺部手术后患者的呼吸功能锻炼依从

性有积极影响，促进患者术后肺功能恢复，提高了护

理服务质量与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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