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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李金明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 目的 实验将针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实施舒适护理，进一步改善疾病，提升康复疗效。方

法 将本院收治确诊为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来源，在其中随机抽取 78 例，诊疗时间范围

在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盲目随机法设计方式分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则为舒适护理，

对比护理成果。结果 从护理质量上看，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SF-36 评分在各个指标上均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护理舒适性的调查上，观察组患者的舒适认可率为 94.87%（37/39），高

于对照组的 84.62%（33/3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采用舒适护理服务方案，能够提升老年慢性阻塞性肺

气肿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加强了护理工作的整体服务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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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comfortable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chronic obstructive emphysema in the Elderly 

Jinm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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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fortable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isease and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Methods Elderl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emphysema were treated as the source 
of the study subjects, and 78 ca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ime rang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and the blind random method was groupe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ook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fortable nursing and compared the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In terms of 
nursing quality, the SF-36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Meanwhile, in the survey of nursing comfort, the comfort 
recognition rate of 94.87% (37 / 39), higher than 84.62% (33 / 39)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Comfortable nursing service schem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emphysema,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service level of nursing work, and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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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属于常见的肺气肿类型，会引

起患者的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这就会引发护理异同

性下降，并导致治疗进程延缓生活质量也无法得到有

效提升。受到疾病的影响，患者的肺组织终末支气管

远端会过度的膨胀，导致肺组织容积增大，在临床上

会有咳嗽呼吸困难，咳痰等表现，如果病情严重会引

起呼吸衰竭[1]。将本院收治确诊为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来源，在其中随机抽取 78例，

诊疗时间范围在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盲目随机

法设计方式分组。调研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收治确诊为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作

为本次研究对象来源，在其中随机抽取 78 例，诊疗时

间范围在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盲目随机法设计

方式分组。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

均符合疾病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无中途退出，

患者及其家属了解研究内容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此

外，在回顾患者基线资料中，观察组有男性 22 人，女

性 17 人。年龄在 60-73 岁，平均年龄（66.7±5.8）岁，

对照组则有男性 21 例，女性 18 例，年龄在 60-74 岁，

平均年龄（65.4±6.3）岁。为确保组间基线数据的公

正性，患者年龄、性别等数据检验后提示 P＞0.05，差

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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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意识不清醒者；交流沟通存在严重障

碍者；合并重要其他脏器功能严重障碍者。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主要包括对疾病的健

康宣讲，回答家属和患者的疑惑按照医嘱进行用药，

提醒患者进行对应检查。 
观察组则采用舒适护理干预模式，首先则是舒适

心理护理能够开导患者，从患者的情绪上进行安抚鼓

励，促使患者积极地配合各项治疗，特别是由于病情

反复，病程长患者的情绪多焦虑，要注重人文关怀的

结合。其次则为舒适的体位护理，及时调整体位变化，

改变卧位习惯，可在患者后背大腿等位置垫上气垫，

调整床的高度，缓解治疗产生的疲劳感[2]。此外，结合

“三段式入院宣教”，就是将入院宣教分段给患者宣

教，这样减少了患者的紧张感，陌生感。在临床工作

中，护理人员增强了主动护理服务意识，增加患者对

我们的信任，有助于提高治疗护理舒适度。同时，加

强环境的舒适性，做好日常通风换气以及病区环境的

质量管理。注重口腔卫生，保障口腔黏膜的湿润，值

得一提的是，鼓励患者进行呼吸训练，排出痰液或给

予必要的雾化吸入治疗。在饮食干预上应当以高热量，

高维生素高蛋白的食物为主，同时不要食用辛辣刺激

食物以及海鲜食品，要加强对患者的综合指导，配合

医生的工作。恢复期护理应关注以下四点：其一戒烟，

肺损伤与患者不良的烟酒习惯有关，吸烟更是引起慢

阻肺反复发生的诱因之一，戒烟可减少肺部的损伤，

应将戒烟手册发给患者，要求患者阅读后了解戒烟的

好处，尤其针对男性患者，吸烟日久的患者，戒烟比

较困难，患者缺乏自制力，在吸烟过程中药物发挥效

果往往也不明显，应给予深层次的宣教，严肃告知患

者戒烟，并要求患者家属监督，期间也禁止患者吸二

手烟，要求患者远离烟友，给予肺部自然修复的时间；

其二是用药规范化，需严格按照医嘱服药，部分患者

在疾病的恢复期容易忘记服药，因慢阻肺治疗时间长，

难免忽视用药，应提示患者正确服药，某些患者在一

次漏服后，下次加量服药，将上一次漏服的药量加回

来，这些药物理解的误区应及时的纠正，护理人员需

询问患者各个时期的服药情况给予相应的指导。其三

是预防流感，慢阻肺患者本身的呼吸屏障就比较薄弱，

在受寒后容易导致疾病复杂或者严重化，应加强保暖

工作，尤其是冬季预防流感，可指导患者正确咳嗽，

在日常的饮食中添加雪梨等润肺食物，增强肺部功能。

其四是膳食建议，饮食对于患者肺部的功能影响以及

肺部状态的影响是较大的，患者应摄取更多的优质蛋

白，在疾病比较严重的时期，禁忌辛辣刺激、油炸、

生冷类食物。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患者在生

理健康、心理健康、生命活力、社会功能等 4 个方面

进行评估，每项 0～100 分，分值越高，则证明生活质

量越高。此外，评估患者治疗的舒适性。 
1.4 统计方法 
对研究中需要对照分析数据输入专业软件

SPSS23.0 进行处理，正态计量数据用“Mean±SD”表

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所得结果 P＜0.05 则提示统计学处理数据存在显著

差异。 
2 结果 
从护理质量上看，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SF-36

评分在各个指标上均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情况（x±s） 

组别 例数 生理健康 身体健康 生命活力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9 86.25±2.35 87.65±2.47 89.79±2.58 85.32±2.19 

对照组 39 68.32±2.07 71.14±2.54 70.67±2.21 69.82±2.65 

t  10.545 10.365 12.254 14.187 

P  0.001 0.001 0.001 0.001 

 
与此同时，在护理舒适性的调查上，观察组患者

的舒适认可率为 94.87%（37/39），高于对照组的 84.62%
（33/3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产生原因有很多，主要

是在吸气过程中扩张支气管，此时空气进入到肺泡，

在呼吸过程中则会缩小细支气管，肺泡此时依然在空

气中进而产生肺泡气压，持续气压会形成肺泡膨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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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破裂[3]。此外，污染、粉尘、吸烟均有可能引发该疾

病，在临床上以咳嗽、咳痰为主，并部分患者也会表

现出咳血、呼吸困难的加重情况[4]。该疾病具有反复性，

且针对每个阶段的护理方案存在差异，在缓解期可以

选择支气管扩张药物实施治疗，并注意营养补充。 
慢阻肺虽然不至于威胁患者的生命，但部分患者

患病后终身伴有肺部问题，在治疗后因感冒等容易复

发，疾病的反复发作对患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不及时的肺疾病治疗时，还可能诱发其他的肺功能

障碍，导致患者出现生理危机，无论是急性期还是稳

定期，都应加强护理，注重康复的细节，舒适护理旨

在患者因慢阻肺而呼吸困难、喘息疼痛时给予舒适引

导，促使患者在舒适的环境中接受舒适的教育，以舒

适的心理维持舒适饮食、舒适体位，进而逐步改善肺

功能，预防疾病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患者在长期对抗

慢阻肺的过程中保持生活的质量，期间应关注患者气

道受阻情况，气道是否有炎症，及时的汇报医生，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为患者制定舒适的康复计划。 
在护理工作中，除了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帮助患

者接受系统性治疗，还应当注重患者的舒适性和接纳

度。舒适护理是建立在人性化基础上的护理模式，能

够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患者的医护配合度，在稳定患

者情绪之后，改进护理工作方案，更符合老年患者的

治疗需求[5]。舒适护理的开展也需要了解患者的个人情

况，家庭情况，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其心理焦

虑的主要因素。同时，要鼓励患者下床活动防止静脉

血栓，并采取半坐位或者坐位[6]。舒适护理要具有强针

对性，从心理状态、病房、环境、体位、个人免疫力

等多个方面进行生活指导，最终可达成较为满意的护

理疗效。 
综上所述，采用舒适护理服务方案，能够提升老

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加强了护理

工作的整体服务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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