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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的效果观察 

何忠亚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摘要】目的 研究全科护理对老年 COPD 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效果。方法 本研究作者选择的 100 例研究对

象均来源于 2018 年 7月-2020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老年 COPD 患者，样本选择完毕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分别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组均由 50 例患者组成，对照组患者通过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通过全科护理，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FEV1、FVC、FEV1/FVC）；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焦虑评分、抑

郁评分）；护理前后的生存质量评分（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

前，两组患者的 FEV1、FVC、FEV1/FV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FEV1、
FVC、FEV1/FVC 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老年 COPD 患者通过全科护理，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改善肺功能以及负面情绪，

影响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全科护理；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存质量；护理效果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general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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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general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Methods The 100 study subjects selected by the authors of this study were all from elderly COPD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July 2020. After the selection of the sampl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50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general nursing, and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FEV1, FVC, FEV1/FVC)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anxiety score, depression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life vitality, emotion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V1, FVC and FEV1/FVC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nursing, the FEV1, FVC and FEV1/FVC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nursing, the anxiety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life vitality, emotion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0.05). The scores of vitality, emotion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cademic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Gener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COPD patients, improve lung fun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effec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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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General Nursing; Elderly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Effect 

 
COPD 属于常见呼吸疾病，主要发病人群为老年

人群，随着我国的老龄化日益加剧，COPD 的发生率

也越来越高，除此之外，该病的致残率以及致死率较

高，因此，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安全均造成较

大的困扰[1]。COPD 根据病理分期分成急性加重期以及

稳定期，COPD 稳定期患者会产生稳定咳嗽、气喘等

情况，无需治疗，只需要控制病情，抑制病情进展[2]。

COPD 重症患者的治疗就是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只有

肺功能良好，患者方会拥有良好活动能力。非功能训

练是肺功能改善的主要方法。通过传统的方法，效果

有限，依从性差[3]，而有关研究表明[4]：全科护理后，

能够提升护理效果，应用价值高。本次研究，作者选

择的 100 例研究对象均来源于 2018 年 7 月-2020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老年 COPD 患者，样本选择完毕后，

通过对照研究，分析全科护理的应用效果，现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作者选择的 100 例研究对象均来源于 2018

年 7 月-2020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老年 COPD 患者，

样本选择完毕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分别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组均由 50 例患者组成，对照组患

者通过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通过全科护理，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情况（ x s± ）[n（%）] 

组别 例数 年龄段（岁） 平均年龄（岁） 男性患者 女性患者 病程范围（年） 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50 60-79 68.46±3.46 28 22 1-7 4.69±1.16 

对照组 50 60-82 68.59±3.52 29 21 1-8 4.83±1.11 

χ2/t - 0.186 0.041 0.617 

P - 0.853 0.840 0.539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通过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通过

全科护理。 
常规护理包括健康宣教、环境管理、个人防护、

心理干预、饮食管理以及运动指导。 
全科护理：①患者入院以后，护理人员需要以患

者的临床特征、检查结果以及疾病史为根据，对患者

的综合病情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康复

护理措施；②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做呼吸功能的康复训

练，指导患者用鼻子吸气两面，呼气时，需要将嘴唇

缩起，保持圆形呼气 10s，让患者吹口哨，增加支气管

中的压力，防止患者出现支气管萎缩情况，进一步将

患者的肺活量大大提升，每天做呼吸功能锻炼两次，

每次需要持续 10min；③护理人员需要指导患者做坐、

卧、深呼吸等训练，使患者的心肺功能得到改善，如

果患者的身体素质良好，则需要指导患者做呼吸操，

深吸气，然后缓缓吐气，然后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自主

调节呼吸力度，从而促进患者的呼吸功能的恢复；④

护理人员需要将氧疗的重要性、必要性告知患者，指

导患者正确应用家庭氧疗机；⑤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病

房环境的管理，每天定时给病房通风换气，防止发生

院内感染，让患者在最舒适的环境中接受治疗。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FEV1、

FVC、FEV1/FVC）；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评分（焦虑

评分、抑郁评分）；护理前后的生存质量评分（生命

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护理满意

度。 
生活质量：其中包括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

功能、生理功能四个维度，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

活质量越高。 
心理状态：焦虑评分根据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评估，

其中包括 20 各条目，每个条目分值区间为 1-4 分，分

值越高，表示患者的焦虑程度越严重；抑郁评分根据

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估，其中包括 20 个条目，每个条

目分值区间为 1-4 分，分值和抑郁程度为正相关性。 
护理满意度：根据院内自制的评估量表，患者凭

借个人意志填写，其中包括十分满意、满意以及不满

意三个选项，出院当天，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护理

满意度=（十分满意+满意）/组间总例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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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均数+标准差（ x s± ）用来表示计量资料，通过

计算 t 值进行验算，率（%）用来表示计数资料，通过

计算 χ2 进行验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比较情

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情

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

功能、生理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

能、生理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4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比较情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FEV1、FVC、FEV1/FVC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的 FEV1、FVC、FEV1/FVC 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比较情况（ x s±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0 58.65±3.15 26.16±1.08 59.26±3.61 28.47±1.41 

对照组 50 59.01±3.06 42.46±2.52 59.38±3.66 43.35±1.89 

t - 0.580 42.039 0.165 45.341 

P - 0.564 0.000 0.869 0.000 

表 3 两组患者的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情况（ x s± ）（分） 

组别 例数 
生命活力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0 58.46±3.46 89.46±5.23 60.35±3.52 93.46±5.17 62.58±4.25 94.52±3.45 58.32±3.68 90.65±5.26 

对照组 50 58.91±3.52 78.46±5.03 60.79±3.55 81.45±4.25 62.98±4.33 83.57±2.61 58.49±3.71 79.46±5.03 

t - 0.645 10.719 0.622 12.689 0.466 17.898 0.230 10.872 

P - 0.521 0.000 0.525 0.000 0.642 0.000 0.819 0.000 

表 4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36 12 2 48（96.0） 

对照组 50 23 17 10 40（80.0） 

χ2 - - - - 6.061 

P - - - - 0.014 

表 5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比较情况（ x s± ） 

组别 例数 
FEV1（L） FVC（L）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1.40±0.41 2.15±0.96 2.15±0.84 2.56±0.84 60.17±4.25 80.90±10.37 

对照组 50 1.37±0.30 1.67±0.88 2.18±0.73 2.13±0.79 61.39±5.24 75.27±7.66 

t - 0.418 2.606 0.191 2.637 1.279 3.088 

P - 0.677 0.011 0.849 0.010 0.204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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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OPD 病情不可逆，病情逐渐进展，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正常活动。肺康复护理能够改善患者的肺

功能，改善呼吸障碍，提升运动耐力以及生活质量[5]。

总而言之，COPD 稳定期患者的康复护理是十分重要

的，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人们对于护理

的要求也逐渐提升，为了保证护理质量，需要以患者

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制定全面护理计划，保证患者的

预后效果[6-7]。 
全科护理能够以患者的病情程度为根据，做肺部

康复干预，可以帮助患者缓缓脱机[8]，肺康复护理主

要包括被动训练、主动训练、肌力训练，从而完成呼

吸训练以及肢体训练，同时，在训练期间，仍然需要

采用心理干预、健康教育、药物干预和营养干预等方

法进行康复护理[9-10]。首先，在对患者进行肺康复护理

之前，临床中需要对患者的肺功能、肢体功能进行全

面评估，对患者的运动最大负荷量进行了解，然后据

此，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护理计划，然后指导患者科学

呼吸，通过专业的呼吸训练器指导呼吸，从而改善患

者的肺功能[11-12]。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 FEV1、FVC、

FEV1/FVC 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

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
观察组患者的生命活力、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生理

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综上所述，老年慢阻肺患者通过全科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护理效果，改善患者肺功能以及生

存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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