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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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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综合性护理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

收治的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 5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5 例，采用常规护理）与实验组（n=25 例，采用

综合性护理）。对比两组症状缓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护理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肺功能指标。结果 实验组症状缓

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低于对照组，护理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强化护理能够有效改善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肺功能相关指标，提高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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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Fifty elderly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25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n=25 case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care). Compare the time of symptom relief, frequency of asthma attacks, mastery of nursing 
knowledge, and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ime for symptom relief and the frequency of 
asthma attack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astery of nursing knowledge 
and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Enhanc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ung function related indicator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enhanc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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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慢性疾

病，其发病率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逐渐增加
[1]。老年患者由于年龄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合并疾

病较多、生活方式较为单调等因素，使得他们面临着更

加复杂的医疗护理需求[2]。目前，针对老年支气管哮喘

的治疗主要集中在药物治疗，然而，仅仅依赖药物治疗

可能无法完全控制疾病的持续进展和急性发作，因此

急需一种综合性护理方案来应对老年支气管哮喘的治

疗挑战。综合性护理以其包含多种治疗手段和全方位

护理理念而备受关注。 

综合性护理不仅强调药物治疗，还将营养支持、精

神护理、康复保健等因素纳入其中，致力于提供个性

化、多层次的护理服务[3-4]。然而，目前对于老年支气

管哮喘患者是否能够受益于综合性护理的疗效及其优

势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本研究旨在探索综合性

护理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和意义。具

体研究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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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哮喘患者 5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5 例，

采用常规护理）与实验组（n=25 例，采用综合性护理）。

对照组男 16 例，女 9 例，年龄 65-88 岁，平均

（76.51±1.76）岁。实验组男 17 例，女 8 例，年龄 65-
85 岁，平均（76.56±1.61）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影

响研究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患者；（2）

诊断为老年支气管哮喘的患者；（3）同意参与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有明显认知障碍的患者；（2）同

时合并其他严重心脏、肺部、肝肾等系统性疾病的患

者；（3）有严重药物过敏史或禁忌用某些药物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1）定期随访：建立定期随访制度，

定期检查患者的病情变化，评估治疗效果，并根据需要

调整治疗方案。（2）生活方式管理：指导患者合理饮

食、适度运动、避免接触哮喘诱发因素（如尘螨、花粉

等），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3）教育和指

导：向患者和家属提供关于哮喘的相关知识，包括病

因、诱发因素、预防措施等，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提高治疗依从性。（4）应急处理：教育患者如何应对

急性发作，包括正确使用急救药物（如雾化吸入支气管

舒张剂）、采取哮喘控制计划等，以应对突发情况。 
1.2.2 实验组 
综合性护理：（1）个性化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

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并发症等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营养支持、心理护理等综合措

施。（2）药物管理：包括合理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吸

入类固醇等常规治疗药物，同时严密监测用药效果与

不良反应。（3）营养支持：对患者进行营养评估，制

定合理的膳食方案，确保患者获得充足的营养，增强抵

抗力。（4）合并疾病管理：针对老年患者常见的合并

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给予有效的药物和非药物

治疗，并进行定期复查。（5）康复训练：结合患者的

具体情况，进行呼吸肌锻炼、呼吸训练等康复治疗，提

高患者的肺功能和身体机能。（6）心理护理：关注老

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心理支持或心理

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

（7）定期随访和教育：建立定期随访机制，对患者进

行病情监测和指导，教育患者和家属如何识别症状变

化、正确使用药物等。（8）长期护理规划：根据患者

的整体情况，制定长期护理规划，包括对老年支气管哮

喘患者的家庭护理指导、康复护理计划等。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症状缓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

护理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肺功能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P＜0.05 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症状缓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以及护理知

识掌握程度对比 
实验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均低于

对照组，护理知识掌握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肺功能指标对比 
实验组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症状缓解时间、哮喘发作次数以及护理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症状缓解时间（d） 哮喘发作次数（次） 护理知识掌握程度（分） 

实验组 25 5.34±2.46 4.12±2.36 91.12±3.43 

对照组 25 8.42±3.66 6.57±1.51 87.71±3.49 

t - 3.492 4.372 3.484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的肺功能相关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FEV1（ml） FVC（ml） MVV（L） FEV1/FVC（%） 

实验组 25 1.85±0.62 1.71±0.49 87.62±12.35 78.62±11.54 

对照组 25 1.27±0.58 1.12±0.43 80.51±12.14 85.74±12.01 

t - 3.416 4.525 2.053 2.137 

P - 0.001 0.001 0.046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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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老年支气管哮喘是指发生于 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

支气管哮喘。它与老年人体内免疫功能下降、气道炎症

增加、炎症介质释放增多等因素相关。老年支气管哮喘

的发病原因包括环境因素、遗传倾向、免疫调节失常等
[5]。患者会出现气喘、咳嗽、胸闷等症状，严重影响睡

眠、日常活动和生活质量。老年支气管哮喘对患者的危

害很大，可导致呼吸困难，加重身体疲劳，使得患者更

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护理的必要性在于通过科学合

理的护理可以有效缓解症状、减少急性发作、减轻患者

的痛苦，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常规护理对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效果有限，

缺乏个性化、全面护理和长期管理，容易忽视患者的特

殊需求和长期稳定的监测，建议开展更贴心、全面、长

期的护理管理以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综合性护

理是指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和全面需求，结合不同专

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制定个性化、系统化的护理方

案，涵盖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方面，以全面提供护

理服务[6]。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护理中，综合性护

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针对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具有的独特特点，

综合性护理可以个性化调整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年

龄、并发症、药物耐受性等因素，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

护理计划，提高治疗效果[7]。其次，综合性护理还关注

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活方式，通过心理支持、营养指

导、康复训练等手段，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

质量[8-9]。此外，综合性护理强调长期管理，通过定期

随访、监测治疗效果、评估并预防并发症，提供持续关

怀和支持，有效控制疾病发展，减少急性复发，延缓病

情恶化。 
综上所述，综合性护理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的

护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个性化、全面、长期的护

理管理，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健康需求，改善疾病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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