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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的干预对 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的影响

覃秋顺，黄 丹，李伟英，韦春萍，胡 俊*

柳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广西柳州

【摘要】目的 应用知信行理论模式提高护士 AECOPD 患者口腔真菌感染集束化举措的遵循率，达到降低

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的目标。方法 本研究将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4月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

作的护士纳为知信行理论模式的实施对象，选取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4月入住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的患者 97例为评价对象，对照组采取聚集讲课及示范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常规教育培训，20
观察组采取口腔真菌感染集束化举措的护士进行知信行干预；比较干预结果。结果 最终纳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护士 45名，知信行干预后，护士口腔真菌感染集束化干预举措的遵循率在知、信、行三方面的问卷评分均高

于实施前（P＜0.05）；试验组患者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 8.17%低于对照组的 22.91%（P＜0.05） 结论 知信行理

论模式可提高护士口腔真菌感染集束化干预举措实施遵循率，降低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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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interven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ducation on the incidence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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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pply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compliance rate of the
clustering measures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in nurses with AECOPD,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Methods In this study, nurse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from August 2020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implementation target, and 97 patients
with the acute episode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the department from August 2020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The control group mainly adopted rout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y gathering lectures and demonstration
education, and 20 nurses adopted the clustering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to conduct the intervention and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Results 45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ere includ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cluster intervention was higher than before knowledge, trust
and practice (P <0.05); the incidence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in the test group was 8.17% less vs. 22.91% (P. P <0.05).
Conclusion It can improve the rate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ral fung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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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的患者

需要大剂量、高频率全身使用激素治疗及吸入激素治

疗[1]，然而这些高危因素增加 COPD 患者口腔真菌感

染的发病率[2]，致使口腔真菌感染成为 COPD 患者的

最常见的口腔粘膜疾病[3]。定植在口腔内的真菌进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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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呼吸道引起肺部真菌感染[4]，AECOPD 患者发生肺

部的真菌感染时，病情加重而显著延长住院时间，继

而背负高额的住院治疗费用[5]。2021年 5月—2022年
4 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通过将知信行理论模式应用

于护士培训教育及预防措施的临床实施及质量控制，

经过多样性培训教育奠定基础，改变行为态度，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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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以增强动力，最后行为养成达到目标，现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将 2020年 8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工作的护士纳为知信行理论模式的实施对

象，纳入标准：注册护士；临床工作经验≥2年；自愿

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2020年 8月—2022年 4月期

间不在岗≥2 周的护士；未能参与培训项目≥２次的护

士。

1.2方法

1.2.1知信行问卷

自主设计知信行的调查问卷。问卷共分３方面，

(1)知：口腔真菌感染的表现、AECOPD 患者发生口腔

真菌感染的危害及危险因素、冲吸式牙刷口腔护理的

规范流程、口腔评估方法理论知识，满分 40分，得分

越高表示拥有越高的知识水准。（2）信：护士防控重

要性、护士防控态度 2部分 10条目，10～50分，得分

越高，表示态度越主动。（3）行：由手卫生、口腔评

估、冲吸式牙刷口腔护理的规范流程、口腔清洁度判

断 5 部分组成，分 50～250分，得分越高表示具备越

好的防控行为。

1.2.2知识学习

多样性培训教育，奠定基础：成立课题专项口腔

真菌感染防控小组，清点科室现有口腔护理的相关操

作及护理措施，检索文献，查找标准、规范、指南，

淘汰没有循证依据的或已确定被否定的，汇总后制定

出预防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的集束化措施及冲

吸式牙刷口腔护理的标准操作流程。请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感染科的医师讲授 AECOPD患者发生口腔真

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危害及肺部真菌感染的病因、治

疗。并由口腔真菌感染防控小组的成员讲述本科室

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的现状，讲解冲吸式牙刷

的优、缺点和冲吸式牙刷口腔护理的标准操作流程、

预防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的集束化举措及现场

操作演示，而且是应用口腔模型详细示范。

1.2.3信念强化

改变行为态度，巩固知识结构，增强动力：在科

室宣传屏幕及微信工作群循环播放冲吸式牙刷口腔护

理的相关视频及操作流程示意图，这些直观的图、文、

声、影像刺激着护士的多种感官，也作为工作指引，

改变护士的行为态度。进行口腔真菌感染理论知识考

核及冲吸式牙刷口腔护理操作考核，利用晨会、例会

提问等，巩固护士知识结构程度。

1.2.4行为改善

利用核查表实现质量的控制及遵循率检验，以达

到目标：制定冲吸式牙刷口腔护理操作流程核查表，

确保操作流程实施质量；制定预防 AECOPD 患者口腔

真菌感染集束化举措核查表，保证集束化举措实施质

量。

1.3评价指标

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期间，观察两组患者

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以及评估护士口腔真菌感染集

束化举措遵循率。口腔真菌感染判定标准：出现咽部

疼痛、口腔粘膜或舌体白色斑点及斑块状附着物，在

口腔上腭、两颊采集咽拭子的标本做微生物学真菌培

养，结果为阳性。

1.4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护士人

员知信行问卷得分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率的比较釆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知信行理论模式实施前后护士知、信、行三方

面情况比较

知信行模式实施后，护士在知、信、行三方面的

问卷评分高于实施前，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试验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病程、激素吸入时间、

住院时长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

表 2。
2.3两组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比较

知信行模式实施后，试验组口腔真菌感染发生率

8.17%（4/49），低于对照组的 22.91%（11/48），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37，P=0.045）。

3 讨论

在国内外，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的发病率

达 15%～20%左右[6-8]，其中感染次数≥2次的患者占比

也不低，且发病率紧跟着肺部真菌感染。真菌疾病还

是异常的加重医疗保健系统的经济背负，虽然近年来

已有不少报道降低口腔真菌感染的各种措施，也均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需加大力度防患和抑制

AECOPD患者口腔真菌感染。

由于AECOPD患者的活动耐力差，而频繁的咳嗽、

咳痰，以及日趋加重的呼吸困难，也导致患者生活自

理能力极差，患者的个人卫生要部分，甚至完全依赖

护理人员来完成。护士在防御口腔感染过程中担任首

要执行者的角色，因此临床实践工作中护士高效遵循

防患措施，在降低口腔感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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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口腔真菌感染防患措施的知悉率和遵循率还是

挺低的。本研究所运用的 KAP模式是认知理论在改变

人类相关健康行为中应用的模式之一，获取知识、产

生信念及形成行为这三个阶段构造成人类行为的改变，

即知识-信念-行为３个毗连进程。知（知识和学习）为

基础，信（信念和态度）为动力，行（促进健康行为）

为目标。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对知识产生兴趣继而

感觉需要，深度的掌握知识才能让实行的倾向性更为

强烈，而知信行中尤为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信念的转变，

人们认真思考知识，相信知识，渐渐形成信念，而信

念指引欲望，产生动机，人们就会开始行动。

知信行理论模式能够提高护士对AECOPD患者口

腔真菌感染集束化举措的遵循率，降低了 AECOPD 患

者口腔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表 1 护士知行信问卷得分情况分析（χ±s）

项目（分） 实施前（n=45） 实施后（n=45） t值 P值

知 19.00±5.21 26.18±6.46 9.524 0.000＜0.05

信 24.33±5.15 35.33±7.18 8.620 0.000＜0.05

行 168.56±2.94 199.22±31.11 9.002 0.000＜0.05

表 2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资料 对照组（n=48） 试验组（n=49） 统计量 P值

年龄（岁） 74.21±9.69 74.428±9.28 -0.038 0.969＞0.05

性别
男 41 43

0.114 0.735＞0.05
女 7 6

病程（年）
≥5 35 37

0.085 0.770＞0.05
＜5 13 12

激素吸入时间（天）
≥7 32 31

0.123 0.726＞0.05
＜7 16 18

住院时长（天）
≥15 22 19

0.495 0.482＞0.05
＜15 26 30

发生真菌率（%） 22.91（11/48） 8.17(4/49) 4.037 0.04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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