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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系统性护理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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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系统性护理用于慢性支气管炎的效果。方法 从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的慢性支气管炎

患者中随机抽取 60 例，随机数字表均分为 A 组（常规护理）和 B 组（系统性护理），对比两组效果。结果 B
组护理后评分（PSQI、心理状态）优于 A 组（P＜0.05）。结论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接受系统性护理，改善心理状

态、生活和睡眠质量的效果理想，获得广大患者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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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chronic bronchit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ti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as divided 
into group A (routine care) and group B (systematic car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t nursing scores (PSQI, psychologic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group B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P<0.05).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tis received systematic nursing, and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life and sleep quality was ideal, which wa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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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飞速进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也导致自然

环境持续恶化，最终使空气大幅度降低质量。人类呼

吸系统受到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大，空气质量降低最终

导致临床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数量急剧增加[1]。患病

后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主要症状使长时间咳嗽咳痰

（一般情况会持续时间超过 3 个月），甚至一些患者

持续咳嗽咳痰超过 2 年[2]。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特点是

病情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患者没有

特异性自觉症状，需要长时间接受治疗，对于患者来

说日常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一旦气

候骤变，患者呼吸道小血管可能出现痉挛、缺血等不

良反应，受到疾病的影响，患者自身抵御能力降低，

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出现病情更加严重的疾病。相关研

究结果显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如果没有接受及时有

效的处理，可能诱发肺气肿等并发症。临床实践证实，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要想获得理想的治疗和预后效果，

不仅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同时不能忽视护

理工作的重要性。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使患者能够保持

心态平衡，在此基础上患者睡眠情况得以有效改善，

护理人员获得了患者的信任，护理服务获得了患者的

高度认可[3]。本研究分析了系统性护理用于慢性支气管

炎的效果，阐述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

中随机抽取 60 例，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 A 组、B 组，

A 组（30 例）年龄 25-74 岁，均值（60.52±4.38）岁，

体重 49.15-78.68kg、均值（62.59±5.23）kg，病程 1-10
年、均值（5.37±1.52）年，男女比例（12:18）；B 组

（30 例）年龄 26-75 岁、均值（60.84±4.23）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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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49.84-79.13kg、均值（62.67±5.31）kg，病程 1-9
年、均值（5.32±1.49）年，男女比例（11:19）。一般

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1.2.1A 组 
A 组采用用药和饮食干预、口头宣教等常规护理。 
1.2.2 B 组 
B 组：系统性护理。（1）护理人员综合考虑患者

情况（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等），选择最佳健康宣

教方式，使患者全面掌握疾病的诱因、影响病情进展

的因素、所使用药物效果、相关注意事项等。客观地

介绍药物治疗可能诱发的不良反应、改善病情的程度

等[4]。（2）通过交流捕捉到引发患者出现被留下来的

原因，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使患者通过正确的途径

释放心理压力，使其不会对治疗和护理操作产生抗拒

心理。（3）关注患者生命体征指标（心率、血压等）

是否出现异常变化，一旦指标结果异常，立即通知医

生，并协助其对症处理。（4）饮食对病情的控制有着

重大影响，为确保饮食方案的个性化，不仅要考虑疾

病自身的特点，还要综合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喜好，不

仅要确保摄入的营养充足且均衡，还要能满足患者的

心理需求[5]。（5）采取抗感染治疗，遵医嘱为患者使

用抗生素，改善呼吸困难。（6）适量运动对患者康复

十分有利，鼓励患者每日步行和登楼梯。 
1.3 指标观察 
1.3.1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值和

睡眠质量成反比。 
1.3.2 汉密顿抑郁量表评估数值越高患者心态越

差。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0.0 处理数据，（ x s± ）与（%）表示计量

与计数资料，分别用 t 值与 x2 检验，（P〈0.05）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 PSQI 评分 
护理前两组 PSQI 评分对比（p＞0.05），护理后 B

组低于 A 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心理状态评分 
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p>0.05），护理后

B 组低于 A 组（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 PSQI 评分[ x s± （分）] 

指标 时间 B 组（n=30） A 组（n=30） t 值 P 值 

睡眠质量 
护理前 2.23±0.37 2.26±0.38 0.309 0.757 

护理后 0.58±0.24 1.26±0.41 7.839 0.000 

入睡时间 
护理前 2.29±0.41 2.24±0.39 0.483 0.630 

护理后 0.64±0.25 1.31±0.37 8.218 0.000 

睡眠时间 
护理前 2.19±0.45 2.23±0.47 0.336 0.737 

护理后 0.67±0.23 1.35±0.42 7.777 0.000 

睡眠效率 
护理前 2.18±0.43 2.19±0.45 0.087 0.930 

护理后 0.68±0.42 1.38±0.54 5.604 0.000 

睡眠障碍 
护理前 2.25±0.46 2.29±0.43 0.347 0.729 

护理后 0.62±0.41 1.32±0.51 5.859 0.000 

催眠药物 
护理前 2.23±0.39 2.26±0.41 0.290 0.772 

护理后 0.59±0.31 1.21±0.42 6.505 0.000 

日间功能障碍 
护理前 2.26±0.42 2.24±0.45 0.177 0.859 

护理后 0.61±0.28 1.32±0.37 8.381 0.000 

总分 
护理前 18.52±3.45 18.64±3.56 0.132 0.895 

护理后 8.36±1.36 10.52±1.43 5.99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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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心理状态评分[ x s± （分），n=31] 

指标 抑郁 精神焦虑 激越 躯体焦虑 

时间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B 组 5.14±1.35 1.37±0.45 5.18±1.42 1.28±0.64 5.35±1.53 1.32±0.43 5.31±1.82 1.24±0.43 

A 组 5.23±1.38 1.94±0.52 5.26±1.47 1.92±0.67 5.21±1.41 1.95±0.56 5.46±1.69 1.93±0.62 

t 值 0.255 4.539 0.214 3.783 0.368 4.887 0.330 5.008 

P 值 0.799 0.000 0.831 0.000 0.713 0.000 0.742 0.000 

 
3 讨论 
临床呼吸系统疾病中患病率较高的一类是慢性支

气管炎，该病在秋冬季节患者数量较高，患者呼吸道

受到不良刺激而诱发炎性反应，该病极易复发，对呼

吸道的正常结构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导致呼吸系统不

能正常地发挥功能。临床研究文献结果提示，慢性支

气管炎患者普遍存在难以正常呼吸的问题，呼吸不畅

会导致患者不能保质保量地睡眠，从而出现严重的不

良情绪，使患者生活品质负向增长。目前慢性支气管

炎的治疗，主要目的是改善临床症状、预防疾病发展，

该病患者服药时间较长，导致遵医嘱服药依从性降低，

影响疗效。一般情况下患者对疾病和治疗方案都不会

有足够的、专业性的认知，在疾病作用下，患者心态

发生变化形成负性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使悲观，甚

至会升起放弃治疗的想法，使其治疗和护理依从性降

低，不利于获得预期疗效。 
系统性护理是通过多个方面弥补常规护理的缺

陷。对于系统性护理来说健康宣教是基础，护理人员

进行宣教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患者的心情、认知等情况，

不仅不能使其产生烦躁情绪，还要使其对疾病和预防

知识产生了解的欲望，这样才能使患者主动学习自我

护理技巧，使其依从性有所提升。系统性护理的一项

重点工作是心理护理，通过情绪管理，使患者在情绪

不会剧烈波动，使其能够正确的释放心理压力，帮助

患者消除顾虑，主动和患者交流，获得患者的信任，

从心理角度提升患者的舒适程度。而稳定的情绪能改

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对提升患者免疫能力、控制病情

十分有利。系统护理通过病情监测、用药指导、心理

干预等措施，使患者对治愈疾病充满信心，降低患者

的痛苦感，提高疗效和预后效果。 
综上所述，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接受系统性护理，

改善心理状态、生活和睡眠质量的效果理想，获得广

大患者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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