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0 年第 2 卷第 6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ijnr.oajrc.org 

 - 795 - 

临床护理路径对支气管哮喘的护理效果分析 

李兆琼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方法 抽取我院呼吸内科 98 例支气管哮

喘患者，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按照 1:1 比例将该 98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49 例）与对照组（49 例），患者

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8 月期间。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支气

管哮喘患者需要运用临床护理路径，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活

动受限、临床症状、情感功能以及疾病认知度评分。结果 观察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活动受

限评分为 29.15±2.98 分、临床症状评分为 39.15±2.12 分、情感功能评分为 28.69±4.02 分、疾病认知度评

分为 92.36±8.55 分，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活动首先评分为 21.06±3.09 分、临床症状

评分为 28.35±4.03 分、情感功能评分为 23.44±3.42 分、疾病认知度为 80.36±7.23 分，观察组患者评分优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

有实际统计意义。结论 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疾病认知度，

减少疾病反复发作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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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of our hospital. Using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the 98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49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49 cases) at a 1: 1 ratio.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19.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opt routine nurs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need to us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and the nursing staff need to make good recor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efficiency, limited activity, clinical symptoms, emotional function and disease 
awareness score. Results: Observation group bronchial asthma patients adopted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activity limitation score of 29.15 ± 2.98 points, clinical symptom score of 39.15 ± 2.12 points, emotional function 
score of 28.69 ± 4.02 points, disease recognition score of 92.36 ± 8.55 points. The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cored 21.06 ± 3.09 points, 28.35 ± 4.03 points in clinical symptoms, 23.44 ± 3.42 points in 
emotional function, 80.36 ± 7.23 points in disease recogni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i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which 
has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us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improve the patients'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 and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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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支气管哮喘为呼吸内科常见疾病，该疾病具有

反复发作性，会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其正

常工作与生活。本次研究对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呼吸内科 98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

分组式结果分析，按照 1:1 比例将该 98 例患者分为

观察组（49 例）与对照组（49 例），患者抽取时间

段介于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8 月期间。对照组支

气管哮喘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年龄≥25 岁，

≤69 岁，平均年龄（48.36±5.28）岁，患者男女比

例（22:18）例，观察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需要运用临

床护理路径，患者年龄≥27 岁，≤73 岁，平均年龄

（46.85±4.23）岁，患者男女比例（23:17）例，两

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不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
＞0.05）。纳入标准：均被临床诊断为支气管哮喘

疾病、与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未能全

程参与研究的患者；患有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具有

严重心脏、肾脏类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需要

护理人员将病室温度、湿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定期

开窗通风，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进行饮食护理[1]。观察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

临床护理路径，具体实施如下:（1）创建临床护理路

径小组，需要呼吸内科根据《临床护理路径》建立临

床护理路径小组，由科室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护理

人员担任小组成员。还需要制定护理路径计划、护理

表格，具体记录内容为患者入院到出院后的每天护理

内容，每天由责任护士签名后反馈给护士长，护士长

进行问题总结[2]。（2）必须保证患者入院时病室干

净、整洁，入院后需要护理人员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

通交流，对疾病发生原因、治疗注意事项等进行简单

介绍，注意观察患者的情绪状态。如果患者具有焦虑、

紧张等不良情绪，需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3]。（3）
患者入院后第二天，需要对患者机体状况进行检查，

护理人员在检查时需要医生在其旁边进行指导，具体

检查内容包括呼吸功能、血气功能，检查前需要告知

患者检查目的、注意事项。（4）患者入院后第三天，

需要护理人员根据患者体质、饮食习惯制定科学合理

的饮食方案，尽量以易消化、清淡、高维生素类食物

为主，保证每天热量需求[4]。并再次对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向患者说明该疾病治疗周期长，遵医嘱服用药

物，治疗效果会得到有效提升，降低疾病复发率。（5）
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需要向患者发放健康教育手

册，嘱咐患者定期回院复查，一旦出现不良状况，需

要立即回院就诊。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观察指标为护

理有效率、活动受限、临床症状、情感功能以及疾

病认知度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与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观察指

标、计数资料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最终研究数

据需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表

示本次研究的计数资料，护理有效率使用（%）来

表示，活动受限、临床症状、情感功能以及疾病认

知度使用（分）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

数据存在差异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床护

理路径，其护理有效率 95.92%，护理显效的患者占

比为 61.22%，护理有效的患者占比为 34.69%，护理

无效的患者占比为 4.08%；对照组支气管哮喘患者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9 30（61.22） 17（34.69） 2（4.08） 47（95.92） 

对照组 49 20（40.82） 18（36.73） 11（22.45） 38（77.55） 

X2  3.697 3.185 2.031 4.935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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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活动受限 临床症状 情感功能 疾病认知度 

观察组 49 29.15±2.98 39.15±2.12 28.69±4.02 92.36±8.55 

对照组 49 21.06±3.09 28.35±4.03 23.44±3.42 80.36±7.23 

X2  3.254 3.662 2.987 4.698 

P 值  ＜0.05 ＜0.05 ＜0.05 ＜0.05 

 
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其治疗有效率为 77.55%，护理

显效的患者占比为 40.82%，护理有效的患者占比为

36.73%，护理无效的患者占比为 22.45%，观察组患

者护理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

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活动受限、临床症状、

情感功能以及疾病认知度评分优于对照组患者，组

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为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发病率较高，

对患者家庭、社会具有不良影响[5]。目前，该疾病

尚无根治方法，需要患者长期使用药物进行疾病控

制，其哮喘控制率已经达到了 80%，该疾病的发病

原因与遗传、室内外变应原、职业性变应原、感染

以及吸烟等因素有关，患者在发病时会出现呼气性

呼吸困难、咳嗽以及胸闷等，会反复发作，部分患

者会出现活动受限、夜间憋醒，肺功能也会受到不

良影响。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有效的护理可以提升

患者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对支气管

哮喘患者多用常规护理模式，缺乏针对性，影响患

者治疗效果[6]。本次研究对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

察组患者活动、症状、情感功能以及疾病认知度均

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有效提升护理满意度，提高

患者机体各项功能。主要因为临床护理路径为一种

新型护理方式，以时间为护理依据，在患者入院、

入院后以及出院进行针对性指导，主要指导内容为

健康教育、心理疏导、饮食护理以及出院指导等，

通过此些护理提高患者疾病认知度，促进疾病恢复，

降低哮喘发作次数[7]。 
综上所述，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

可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疾病认知度，减

少疾病反复发作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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