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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患者基于心理干预为主导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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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针对尘肺病患者基于心理干预为主导的护理效果展开分析研讨。方法 实验开展期限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采用住院患者调查、访谈法、文献资料法，构建尘肺病患者以心理健康干预为

主导的护理方案的构架内容，而后借助德尔菲法对 35 名专家进行咨询。结果 研究结束后，所得效果理想，两轮

专家函询的有效回收率达百分之百，咨询专家积极系数达百分之百，专家权威程度为 0.88（＞0.7）。第二轮函询

条目重要性变异系数（CV）为 0--0.28，条目可行性 CV 为 0--0.27，均小于 0.03；条目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肯德尔

协调系数（W）分别为 0.361 和 0.425，且＜0.01。结论 经研究证实，采用德尔菲法构建的以心理干预为主导的

护理策略，可为尘肺患者提供个性化临床护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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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ffect of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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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ursing effect of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du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was from Septem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3. 
Inpatient survey,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led nursing 
plan for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and then 35 experts were consulted by Delphi method. Results After the end of the study,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two rounds of expert correspondence was 100%, the positive coefficient of expert consultation 
was 100%, and the degree of expert authority was 0.88 (> 0.7).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tem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correspondence was 0--0.28, and the CV of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tems was 0--0.27, both of 
which were less than 0.03. Kendall compatibility coefficients (W) for the importance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rticles are 0.361 
and 0.425, respectively, and < 0.01. Conclusion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nursing strategy based 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onstructed by Delphi method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clinical nursing guidance for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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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就业机

会、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但也无形中增加了职业疾病的

发病趋势。尘肺病：主要由于长期在生产活动中吸入生

产性粉尘，从而引发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

全身性疾病[1]。 
1 资料与方法 
1.1 组建课题小组 
制定专家筛选方案，德尔菲法专家纳入标准需遵

循代表性和权威性原则。标准如下：a：具备 10 年以上

工作经验；b：职称应达副主任护师及以上标准；c：具

备护理部副主任及以上或病区护士长等护理管理岗位

工作履历；d：文化程度需处于本科及以上；e：在上述

基础上，通过微信、邮件、电话等多种方式联系多个省

份职业病、三甲医院从事职业病科或呼吸科医护管理、

护理教育领域的主任、副主任共 35 名。 
1.2 尘肺病患者心理干预为主导的护理策略的初步

确立 
1.2.1 专家函询表制定：通过文献查阅、调研方式，

对尘肺病患者可能面临的护理内容确定研究方向；对

临床护理人员及住院的尘肺病患者实施半结构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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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调查，主要围绕尘肺病患者护理工作中涉及心理

护理的可干预项目，实行整理和编制。详细内容如下：

a：对本课题研究人员展开循证医学专题知识培训，时

间不少于 72 学时；b：专业知识学习完成后，通过查

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等数据库

进行尘肺病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尤其是心理护理方

面的相关资料，而后制定出尘肺病临床护理条目清单；

c：依据已制定的尘肺病临床护理条目相关清单作为访

谈纲要，抽取 7 名职业病科、呼吸科护士长为受邀对

象（具备 10 年以上年资），通过微信、QQ、腾讯会议

等网络工具通受邀对象展开半开放式访谈交流；e：将

调研结果、护理管理人员的访谈结果、住院患者护理需

求调查结果，三者汇总，编撰成一套完善的护理清单，

形成初步的专家函询表——德尔菲问卷[2]。 
1.3 评价标准 
专家对项目的判定依据由 Ca 表示；专家对项目清

单涉及咨询条目的熟悉程度由 Cs 表示；CV 反映专家

对指标重要性评价的波动程度；W 根据所有专家对所

有指标的评分结果计算，若显著性检验达＜0.05 标准，

代表专家评估或预测协调性好，可已采纳，反之则不可

采纳。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3.0 软件分析，（͞χ±s）计量资料，t 检验，

（%）数据百分率，P 评定检验结果，P＜0.05，提示此

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3 讨论 

尘肺病心理干预工作既涉及到心理干预工作人员、患

者，同时也涉及到患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因此，在发

生尘肺病后，需加强对心理护理方案策略的合理运用，

将其纳入职业病管理制度支持中。临床医务人员需更

多的意识到尘肺病患者心理健康干预的重要性，尽早、

尽可能的对患者实施针对性干预，最大限度减少或避

免不良结局带给家庭的影响[3-4]。故此，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医疗环境、不同职业背景、不同专业的医务工作者

进行同质化、规范化的专题培训，使其综合能力提高，

保证临床护理工作实践的高效、准确[5-6]、一致性。本

文采用德尔菲法作为开发工具，以尘肺病患者心理健

康干预为重点，构建以提升临床医务工作者临床实践

能力和逻辑思维为核心的同质化、规范化的专题培训， 
表 1  尘肺病患者心理干预护理策略一级指标 

编号 项目指标 重要性赋值/分 CV 

A 干预小组结构 4.92±0.14 0.08 

B 个体化临床实践 4.88±0.51 0.09 

C 实践效果评价 1.93±0.44 0.11 

表 2  尘肺病患者心理干预护理策略二级指标 

编号 项目指标 重要性赋值/分 CV 

A1 组织架构 4.86±0.15 0.12 

A2 人员组成 4.65±0.44 0.14 

A3 成员资质 4.82±0.33 0.11 

A4 管理制度 4.44±0.63 0.13 

B1 患者临床症状指标的评估 4.58±0.63 0.12 

B2 心理状态评估 4.75±0.59 0.06 

B3 宣传教育信息支持 4.85±0.62 0.08 

B4 自我支持 4.72±0.65 0.08 

B5 情感支持 4.83±0.53 0.11 

B6 家庭支持 4.61±0.59 0.08 

B7 社会支持 4.72±0.52 0.12 

C1 临床症状缓解 4.76±0.64 0.05 

C2 心理干预效果 4.82±0.4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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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尘肺患者心理干预护理策略三级指标 

编号 项目指标 重要性赋值/分 CV 

A11 三级质控体系 4.73±0.36 0.08 

A21 科室成立心理干预小组 4.75±0.42 0.12 

A31 课题组成员接受循证医学专题培训 4.76±0.27 0.13 

A32 课题组成员接受尘肺病临床护理路径培训 4.89±0.50 0.15 

A41 建立尘肺病患者心理干预标准化方案或路径 4.72±0.46 0.11 

B21 患者呼吸症状、肺功能、运动功能、综合评估 4.43±0.62 0.13 

B11 焦虑、抑郁、睡眠 4.86±0.43 0.11 

B31 戒烟、限酒管理 4.28±0.48 0.23 

B32 饮食管理 4.62±0.56 0.12 

B33 疾病治疗方案 4.73±0.52 0.10 

B34 合理用药管理 4.57±0.56 0.08 

B35 日常活动与运用锻炼管理 4.55±0.63 0.12 

B36 复诊随访管理 4.48±0.48 0.12 

B37 提升睡眠质量方法 4.32±0.52 0.13 

B41 鼓励患者坚强面对 4.52±0.62 0.11 

B42 开展动机访谈、让患者认识到自己是家庭支柱，激发其对抗疾病的动机 4.44±0.64 0.11 

B43 患者参与制定肺功能恢复计划 4.37±0.73 0.18 

B45 鼓励患者发展个人兴趣爱好，转移疾病关注度 4.44±0.58 0.13 

B51 帮助患者树立合理的认知观念纠正自我困扰，提高临床治疗依从性 4.51±0.65 0.10 

B52 医护人员与患者建立良好信任关系 4.59±0.46 0.14 

B53 医护人员需关注患者对医疗问题的想法 4.41±0.63 0.13 

B54 医护人员鼓励患者表达其对临床医疗的需求和不满 4.36±0.74 0.18 

B55 医护人员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 4.48±0.71 0.16 

B61 鼓励家属耐心地与患者沟通，坚信可以和患者共渡难关 4.54±0.62 0.14 

B62 每天和家属主动沟通告知患者的病情变化、饮食、睡眠情况、协调家属配合临床医务工作 4.52±0.63 0.08 

 
形成了以尘肺病患者心理干预为主导的护理管理

策略，其中涵盖三级条目，通过全面的、系统的、细致

的尘肺病健康宣教、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完善的人

员组织架构、科学的规范的诊疗评估[7-8]。最大限度的

获取到尘肺患者的切实需求，并给予满足、落实。经 3
个月干预后，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心理

痛苦温度计、焦虑抑郁量表评分明显下降，希望水平得

到显著提高[9-10]，说明科学规范的心理护理方案可有效

改善尘肺病患者生存质量，值得采纳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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