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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正确率的作用分析 

李 姚 

榆林市第二医院呼吸内二科  陕西榆林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正确率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70 例支气

管哮喘患者临床资料，护理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随机分两组，丙组 35 例患者，采用护理干预，丁

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干预，对比丙组及丁组患者的护理结局。结果 丙组吸入剂应用合格率从表 1 看高于丁组

患者，组间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组吸入剂应用错误的患者从表 2 看少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组肺功能指标从表 3 看优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组症状

消失时间从表 4 看短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

入剂使用正确率的作用更大，值得广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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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the correct rate of inhaler use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7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nursing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April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5 
patients in group C were taken off the machine for nursing, and 35 patients in group D were taken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patients in group C and group D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qualified rate of inhaler application in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D from table 1,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From table 2,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group C who used inhalers incorrectly was less than that in group 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ccording to table 3,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of 
group C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group 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ccording to 
table 4, the time of symptom disappearance in group C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group D,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orrect rate of inhaler use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nd is worth extensiv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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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在临床上属于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症

状为胸闷、气喘、咳嗽、哮鸣音。多数患者在接受药

物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所改善，若是治疗不及时，

则损伤患者的呼吸道[1]。因此，需要应用行之有效的治

疗方法。当前，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频率较高，

为了保证其应用效果，需给与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方

法，保证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有文献显示[2]，护理

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正确率的作用

效果较强，为了验证此内容，本文回顾性分析 70 例支

气管哮喘患者临床资料，护理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随机分两组，分别采用护理干预与常规干预，

对比丙组及丁组患者的护理结局。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回顾性分析 7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临床资料，护理

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4 月，随机分两组，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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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患者，采用护理干预，丁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

干预。纳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符合临床诊

断要求，排出精神异常、重大疾病等患者。丙组均龄

（60.16±5.25）岁，丁组均龄（60.24±5.11）岁。两

组男性患者均为 19 例，女性患者均 16 例。研究对象

的平均年纪等相关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丁组 35 例患者，采用常规干预，对患者实行基础

药物指导，向初次应用吸入剂的患者详细介绍应用方

法等。 
丙组 35 例患者，采用护理干预，在上述基础上添

加护理干预，内容有：首先，对患者进行评估。针对

初次应用吸入剂的患者，护理人员需对其受教程度、

文化水平等方面展开多方面评估，另外应用简单的语

言和患者沟通，并对其进行反复指导[3]。其次，提升护

理人员干预水平。由带教老师结合护士层级展开分批

培训[4]。内容为支气管哮喘知识和沙美特罗、布地奈德

和噻托溴铵吸人剂的应用步骤，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第三，进一步优化宣教形式。制定完整的吸入剂流程

图，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按照流程图进行护理。同时，

制定宣传手册，讲吸入剂宣传册发至每个患者手中，

加大对老年患者的宣教力度[5]。每个星期对应用吸入剂

的患者和家属展开知识培训，同时推送相关板报，保

证患者和家属能够正确使用吸入剂。最后，指导患者

掌握正确的吸入剂应用方法。因为患者受教程度不同，

对护理人员所阐述的内容以及下发的手册理解程度有

差异。护理人员需要现场演示吸入剂如何应用，对于

年纪偏大的患者则进行多次指导，指导患者家属监督。

另外，还可以在病房张贴吸人剂正确应用的视频二维

码，指导患者和家属学习，增强患者吸入剂正常应用

率，提高其应用信心[6]。 
1.3 评定指标 
（1）吸入剂应用合格率 
合格：吸入剂应用正确；合格：吸入剂应用不正

确。应用合格率=正确应用人数/总例数[7]。 
（2）吸入剂应用错误内容 
观察并记录患者吸气力度不足、未吐气就吸药、

治疗后未漱口、屏气时间不够、双唇未包住等错误内

容[8]。 
（3）肺功能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 FVC、FEV1、PEF 等指标[9]。 
（4）症状消失时间 
观察并记录患者胸闷、气喘、咳嗽、哮鸣音等症

状消失时间[1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系统，计数资料（n，%）表示，

χ2 检验；计量资料（ x s± ）表示，t 检验，检验水准 P 
＜ 0.05。 

2 结果 
2.1 对比吸入剂应用合格率 
丙组吸入剂应用合格率从表 1 看高于丁组患者，

组间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比吸入剂应用合格率[n（%）] 

组别 例数 合格 不合格 

丙组 35 29（82.86） 6（17.14） 

丁组 35 21（60.00） 14（40.00） 

χ2 值 5.773 

P 值 P＜0.05 

2.2 对比吸入剂应用错误内容 
丙组吸入剂应用错误的患者从表 2 看少于丁组患

者，组间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对比吸入剂应用错误内容（n） 

组别 丙组 丁组 

吸气力度不足 2 5 

未吐气就吸药 1 4 

治疗后未漱口 1 3 

屏气时间不够 1 2 

双唇未包住 1 1 

合计 6 15 

2.3 对比肺功能指标 
丙组肺功能指标从表 3 看优于丁组患者，组间差

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对比肺功能指标（ x s± ） 

组别 例数 FVC（L） FEV1（L） PEF（L/s） 

丙组 35 2.46±0.53 1.44±0.42 4.52±0.76 

丁组 35 1.34±0.48 1.05±0.16 2.84±0.72 

T 值  7.132 6.252 11.354 

P 值  ＜0.05 ＜0.05 ＜0.05 

2.4 对比症状消失时间 
丙组症状消失时间从表 4 看短于丁组患者，组间

差异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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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比症状消失时间（ x s± ，d） 

组别 例数 胸闷 气喘 咳嗽 哮鸣音 

丙组 35 2.33±0.67 3.26±0.33 4.21±0.63 4.41±0.53 

丁组 35 3.67±0.74 3.64±0.64 6.62±1.58 6.25±0.82 

T 值  5.315 7.424 15.255 18.145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护理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正确

率的作用影响更大[12]。强化对患者评估，对护理人员

选择正确的宣教方式与干预方法具有积极作用；而提升

护理人员干预水平，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患

者得到有效治疗与护理，增强患者临床护理体验感与舒

适度；进一步优化宣教形式，可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

的认识程度，实现正确应用；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吸入

剂应用方法，能够提高患者吸入剂正确应用率[13-15]。本

文研究结果为：丙组吸入剂应用合格率从表 1 看高于丁

组患者，组间差异大。丙组吸入剂应用错误的患者从表

2 看少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丙组肺功能指标从表

3 看优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丙组症状消失时间从

表 4 看短于丁组患者，组间差异大。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对提高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

剂使用正确率的作用更大，相比于常规干预，护理干

预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剂使用正确率影响更大，可

以有效加强患者肺功能与临床疗效，值得广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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