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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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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护理中应用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以我院 2021.01~12 中，

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抽选 60 例进行研究，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分组护理，30 例行常规护理的患

者为对照组，另外 30 例应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对比分析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

患者的肺功能指标、临床症状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相比之下较优，（P＜0.05）。结论 对于支气管

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护理，临床应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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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i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In 6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from 2021 to 12,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30 patients with routine care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30 
patients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Results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clinical symptom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better compared with patients (P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bronchial asthma is worth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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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作为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一类严重呼吸

系统病症，当患者发病后，便会出现机体损害，不仅

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还会对其生命安全造成较大

的威胁。尤其是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其病情

易于反复发作，且迁延不愈，这对临床治疗而言是一

项较大的挑战，导致无法实现疾病的根治，而诱发患

者消极、悲观等情绪，不利于其病情的恢复。故而在

临床治疗过程中配合护理干预尤为关键，以便更好的

提升患者预后质量[1]。基于此，本文从近一年期间，抽

选我院收治的 60 例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分组

给予常规护理及全面护理干预，展开如下的临床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21.01~12 中，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加

重期患者，抽选 60 例进行研究，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

分组护理，30 例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性患者与女性患者比例为 15：15，年龄主要分布 40
岁~78 岁，平均（65.11±4.89）岁，病程最短有 0.5 年，

最长有 6 年，平均（4.29±0.41）年；另外 30 例应用

全面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

比例为 18：12，年龄主要分布 41 岁~77 岁，平均（64.07
±3.51）岁，病程最短有 0.6 年，最长有 6.5 年，平均

（4.55±0.62）年。2 组患者均符合本院的诊断标准，

且自愿接受护理干预，配合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全

身性慢性疾病、严重精神障碍、认知障碍、恶性肿瘤、

合并心肝肾等器官障碍等患者。我院内部伦理委员会

已经批准此项研究。由统计学分析 2 组患者临床上所

采集的基线资料，差异不具有意义，可以比较，（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主要由护理人员对

患者进行日常的药物指导、饮食监管及生命体征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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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监测，同时注重对患者的安全保护，严格执

行常规护理的规章制度等[2-3]。  
（2）观察组患者应用全面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

下：①在患者的病情稳定后，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的

身体条件，指导其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来加快患者

的为肠道蠕动，并提高其免疫力，但要合理的把控运

动时间及强度，比如选择散步、慢走等。②护理人员

要针对患者的饮食喜好与习惯，制定营养的饮食方案，

保证患者的维生素、蛋白质等元素的均衡摄入，禁忌

酸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不可饮酒、浓茶乃至咖啡

及碳酸饮料，并叮嘱患者进食后可保持坐位、半卧位

或者适当的散步，禁止立刻卧床休息，且卧床时床头

需抬高 15~20cm,避免食物反流。③护理人员要告知患

者家属，日常为患者穿戴宽松的衣服，如若有过敏的

患者，需提醒患者远离过敏原。④由于患者的病情反

复，且急性加重期的患者临床症状较为典型，长时间

的治疗会诱发患者的负面情绪，加之胸闷、气喘等症

状的影响，无法维持患者良好的心态，所以护理人员

要与患者积极沟通，对其进行心理安抚与疏导，鼓励

患者端正心态面对疾病，同时为患者介绍疾病的相关

知识，引导患者对疾病形成正确的认知，以此建立信

心主动配合治疗。⑤护理人员要严格遵医指导患者服

药，为患者及其家属介绍药物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服药的时间、剂量及频率等等，如若患者用药期间出

现异常情况，需第一时间通知医生处理，来及时调整

药物。⑥护理人员可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定期组织

健康讲座活动，既能调节患者的心态，还能提高患者

对疾病的了解程度，促使患者具备自我保健能力[4-9]。 
1.3 观察指标 
（1）对 2 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进行检测与记录，

包括 FEV1（第 1 秒内呼气容积）、PEF（呼气量和肺

活量比值）、PaO2（动脉氧分压）、PaCO2（动脉二氧

化碳分压）。 
（2）以临床肺部感染评分标准，评估 2 组患者的

临床症状，分值＞6 分，说明存在病死危险性，分值越

高表示患者病情越严重；以我院自制的生活质量评估

量表，共计 10 分对 2 组患者进行评价，分值与生活质

量呈正比。 
（3）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共有 20 题，每题五分制，由患者或家属进行护理工作

的评价，分为非常满意（＞89 分）、一般满意（＞59
分且＜90 分）、不满意（＜60 分）三项，满意度=非
常满意率与一般满意率相加之和。 

1.4 统计学分析 
根据 SPSS20.0 统计软件处理调查涉及的数据，按

照 t 检验计量对比，表示工具为（x±s），根据χ2 检验

计数对比，表示工具为（%）率，差异检测标准：以 p
＜0.05 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 2 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相比而

言，显著观察组患者的 FEV1、PEF、PaO2、PaCO2的

指标更优，（P＜0.05）；表 1 所示数据。 
2.2 比较 2 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要低于对照组患者，

且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显著更高，（P＜
0.05）；表 2 所示数据。 

2.3 比较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 
相比而言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可见观察组患

者更加满意，其护理满意度为 93.33%，（P＜0.05）；

表 3 所示数据。 

表 1  2 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n） FEV1（L） PEF（L/s） PaO2（kPa） PaCO2（kPa） 
观察组（n） 30 3.19±0.57 8.06±0.42 7.55±2.13 6.14±2.44 
对照组（n） 30 2.67±0.36 7.51±0.32 6.58±0.97 8.43±3.55 

t 值  5.225 7.391 4.492 4.193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2 组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n） 临床症状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n） 30 3.11±1.03 8.22±1.39 
对照组（n） 30 4.19±1.24 5.79±1.51 

t 值  4.691 9.058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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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n） 一般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 
观察组（n） 30 19 9 2 93.33 
对照组（n） 30 12 10 8 73.33 

χ2 值     5.766 
p 值     <0.05 

 
3 讨论 
由于支气管哮喘是因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参与的

一种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呼气性呼吸困

难、低氧血症及咳嗽等症状，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

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急性加重期患者，症状会更加明

显，很容易导致患者失去治疗的信心，产生较为消极、

焦虑等情绪，无法配合临床治疗及护理工作，故而这

便需要做好对患者的护理干预，以便更好的改善患者

预后，进一步保障其日常的生活品质[10]。 
通常临床上首选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日常的服

药、生活等干预，但效果相对欠佳，不具备系统性与

整体性，而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日益发展，对护

理模式开始优化与创新，其中全面护理干预的应用，

可在患者的用药、饮食、运动及心理等方面，提供更

加全方面、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这不仅能够帮助患者

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还能缓解患者产生的不良情绪，

以此减轻患者的治疗压力，促使患者更为积极的配合

临床各项工作，以此加快疾病的康复进程[11]。基于此，

为了证实其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本文以我院

2021.01~12 中，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

抽选 60 例进行研究，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分组护理，

30 例行常规护理的患者为对照组，另外 30 例应用全面

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展开对比分析。从上述研究

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相

比而言，显著观察组患者的 FEV1、PEF、PaO2、PaCO2

的指标更优，（P＜0.05），说明全面护理干预可在很

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此外，观察组患者的临

床症状评分要低于对照组患者，且生活质量评分与对

照组患者相比显著更高，（P＜0.05），结果可以看出，

相比常规护理而言，全面护理干预的实施，对患者的

临床症状缓解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另外，相比而言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可见观

察组患者更加满意，其护理满意度为 93.33%，（P＜
0.05）。 

综上所述，对于支气管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护理

中应用护理干预，可发挥缓解患者病情的作用，建议

临床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可获得更为理想的护理效果，

实现患者的肺功能改善，其临床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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