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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综合性肺康复护理计划对住院老年慢阻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孙 靓，霍小娴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分析住院老年慢阻肺（COPD）采取综合性肺康复护理计划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住院的老年慢阻肺患者 86例，随机分为观察组（综合性肺康复护理计划）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43 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肺功能、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健康状态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综合性

肺康复护理可使住院老年 COPD 患者的肺功能及健康状态，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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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are program. Methods 86 
elderly COPD patients hospitalized from August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43 cases 
of observation group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are plan) and control group (usual care). Results Lung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 stat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ung function 
and health status of hospitalized elderly COPD patients, with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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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慢阻肺属于呼吸系统中比较多见的一

种慢性病，该病存在病程长、起病缓慢的特点，以气促、

痰液增加、慢性咳嗽为典型症状，偶尔存在呼吸困难，

活动过程中症状加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工作及

生活[1]。临床对于该病存在较多的治疗方式，通常结合

患者病情分期实施相应治疗，主要是使炎症反应消除

且改善临床症状，从而使其肺功能及生活质量提升[2]。

此类患者在长时间疾病的影响下，且老年患者没有较

高的疾病及治疗计划认知度，存在较高的焦虑、抑郁等

负面情绪发生率，对于治疗出现丧失信心的情况，从而

对临床疗效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患者肺功能的改善及

症状的减轻非常不利[3]。所以在综合治疗住院慢阻肺患

者过程中，既要根据其病情症状实施相应治疗，也要与

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相配合[4]。如综合性肺康复护理计

划，在护理期间对患者采取心理护理、肺康复护理、健

康宣教、饮食护理等措施，此种干预措施可以将整体护

理效果有效提升，稳定病情，增加临床疗效。因此，本

研究对部分老年 COPD 进行综合性肺康复护理，获得

满意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86 例住院的老年

COPD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男 25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69.15±0.47）岁；对照组 43 例，男 26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70.01±0.05）岁，两组资料

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综合性肺康复护理，包

括：（1）肺康复护理。①缩唇呼吸锻炼。双唇形成吹

口哨形态，鼻子慢慢吸气后口慢慢呼气，15min/次，2
次/d。可指导患者联系吹蜡烛而对呼气流速有效控制，

具体：蜡烛点燃后防止在 20cm 远的地方，患者听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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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呼气，叮嘱其慢慢呼气，吹火焰使其倾斜，但不可吹

灭。②腹式呼吸锻炼。患者此过程中为平卧位，双手搭

在腹部，双膝保持微微屈曲状态，鼻子深吸气后口慢慢

呼气。此期间，慢慢使腹部隆起，随后持续降低。15min/
次，2 次/d。③呼吸操锻炼。A 立式呼吸操。患者站立，

双手叉腰且分开双脚，分开距离和肩部相同， 8 次深

呼吸；B 卧式呼吸操.平卧，双手握紧后肘关节缓慢的

屈伸，此操作吸气，伸直关节时呼气，重复 8 次。（2）
综合性护理；①健康宣教。积极为患者讲解多项知识，

如疾病治疗方法、病因、预防疾病反复、常见并发症等，

让患者增加认知度，减轻因认知度低而出现的紧张、焦

虑情绪，进而在临床干预期间态度积极。②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为患者介绍负面心理对病情的不良影响，指

导调节情绪方法而心态处于稳定状态。且主动和患者

交谈，耐心倾听其想法，掌握原因而进行相应干预，从

而使负面情绪得到减轻。③饮食护理。患者饮食以低

盐、优质蛋白、清淡、高维生素、易消化为主，且按照

其具体情况进行一定针对性指导，如可食用梨等食物

辅助缓解患者咳嗽。 
1.3 观察指标 
（1）肺功能[5]：FVC（用力肺活量）、FEV1（第

一秒用力肺活量）、FEV1/FVC。 
（2）心理状态[6]：SAS 和 SDS 评价，分数越高心

态越差。 
（3）生活质量[7]：SF-36 评价，分数越高生活质量

越好。 
（4）健康状态[8]：SGRQ 评价，分数越低表示状

态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0.0 分析数据，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比较 
干预前，组间对比（P>0.05）；干预后，组间对比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对比（x±s） 

分组 例数 
FEV1/FVC（%）  FVC（L）  FEV1（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46.30±6.00 80.50±2.14 2.80±0.44 3.57±1.00 1.30±0.26 2.84±0.13 

对照组 43 48.27±6.10 64.51±3.77 2.66±0.74 3.03±1.01 1.40±0.28 2.00±0.30 

t 值  0.529 5.416 0.334 5.226 0.410 4.300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SAS 评分（52.42±8.16）分、SDS 评分

（50.24±6.61）分。 
对照组：（53.11±7.85）分、（49.57±7.14）分。 
组间对比（t=0.214、0.541，P>0.05）。 
干预后： 
观察组：（40.11±6.94）分、（41.24±7.69）分。 
对照组：（46.48±8.10）分、（46.13±8.41）分。 
组间对比（t=5.445、5.625，P<0.05）。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物质生活状态评分（46.24±3.58）分、心

理功能评分（36.66±3.97）分、社会功能评分（41.35
±4.21）分、躯体功能评分（38.40±3.98）分。 

对照组：（47.01±3.66）分、（36.83±3.91）分、

（40.92±4.19）分、（39.26±4.07）分。 

组间对比（t=0.512、0.241、0.362、0.587，P>0.05）。 
干预后： 
观察组：（54.66±5.21）分、（54.23±4.26）分、

（52.68±6.73）分、（56.20±6.67）分。 
对照组：（49.96±4.73）分、（48.20±3.35）分、

（45.55±6.20）分、（45.96±6.60）分。 
组间对比（t=5.221、6.241、4.625、6.441，P<0.05）。 
2.4 两组患者健康状态评分比较 
干预前：观察组：疾病影响评分（73.21±5.81）分、

活动受限评分（75.80±6.60）分、呼吸症状评分（71.07
±5.81）分。对照组：（72.90±6.29）分、（74.81±6.71）
分、（69.93±6.03）分。组间对比（t=0.523、0.632、
0.521，P>0.05）。 

干预后：观察组：（34.23±3.70）分、（35.62±
3.27）分、（32.13±2.50）分。对照组：（45.20±4.61）
分、（48.70±5.13）分、（46.37±3.70）分。组间对比

（t=5.623、4.502、4.22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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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作为比较常见的一种呼吸疾病，慢阻肺在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越来越高的发病率，同时老年

人为该病的主要发病人群。而且该类老年患者因为身

体机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退、年龄较大，发病后存在更

加显著的症状，同时增加治疗难度，病情出现前延不愈

的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及心理健康，甚至发生危

及生命的情况。在急性发作期或者存在明显症状时，慢

阻肺老年患者常常需要住院进行规范治疗，从而有效

对病情发展控制，减轻临床症状，从而将其肺功能及生

活质量改善。临床在对该类患者治疗中需配合高质量

护理而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观察综合性康复护理于该类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本研究结果 2.1~2.4 提示综合性康复护理计划效

果良好。分析原因：对患者采取健康宣教，为患者介绍

有关疾病治疗等多方面的知识，增加疾病认知，使患者

积极对临床工作配合，进而顺利进行相关工作，保证临

床疗效提高的基石。将心理护理服务给患者，可让患者

负性情绪、不良心态有效改善[9]。有研究表示[10]，在发

生、发展疾病期间，不良心理存在重要作用。如果因为

情志失调导致肺腑功能受到损伤，从而诱发疾病，而疾

病又对情志产生反向作用，从而出现恶性循环，导致身

体及心理均受到严重损伤，对患者采取积极心理干预，

减轻不良情绪及负面心理，促进疾病好转，且生活质量

提升意义重大。对患者进行饮食护理。既可以有效补充

患者的营养，使其体质有效改善，并且老年患者身体素

质不佳，经均衡的膳食营养科增加身体素质，且进行一

定的治疗而获得临床症状减轻的效果。指导呼吸操、缩

唇呼呼训练等可以确保呼吸有效而使肺功能提升，进

而呼吸困难的情况有效减轻。 
总之，对于住院的老年 COPD 患者来说，综合性

肺康复护理对心理状态、肺功能、生活质量及健康状态

的改善中存在较好效果，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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