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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健康教育对结核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兰  平 

（瓮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50400） 

摘要：目的：对实施健康教育对结核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方法：选择本院收治的 1294 例结核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并且将全部研究对象采用随机的方式分配到治疗组与对照组中。在对照组中，对其中患者实施传统健康教育，而在治疗组中，对其中患者实施符

合健康教育路径要求的健康教育。结果：通过相关数据表面，治疗组中患者的治疗效果好于对照组中的患者，结果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通过对结核病患者实施健康路径下的健康教育，可以有助于缩短患者的恢复时间，进一步提升其生活质量，存在临床积极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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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结核病的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结核病患者大多生活在

偏远且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区域，同时从男女比例上看，男性患
者的数量远多于女性患者。此外，由于患者平时疏于防护，导致结核

病出现一定程度的传染趋势，致使家族患病有着较高的比例。因此，

为了提升结核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除了要进行常规的治疗外，还需注
重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以此来提升结核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从而实

现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因此，本文选择 1294 结核病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对健康教育对结核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来开展研
究，现对此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收治 1294 例结核病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为 863 例，女性为 431 例，年龄分布在 35 至 65 岁之间，评价年

龄 43±3.3 岁。此外，所有 1294 例患者在发病程度、接受教育程度
等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最后，所有 1294 例患者以

及其家属均知晓本次研究的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对其中患者实施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教育，而在治疗

组当中，对其中患者实施符合健康教育路径下的健康教育。其中，治

疗组中的健康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即：（1）对患者讲解结核病
的有关知识；（2）对结核病患者予以科学的用药指导；（3）对结核病

患者进行生活方面的指导与教育；（4）及时对结核病患者的心理问题

加以疏导；（5）对出院后的结核病患者进行及时的回访。 
1.3 判定评价 

护理人员要对健康教育路径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在平时护理工

作中，对患者的表现予以细致观察，以此来有效的评价患者对于健康
教育的掌握水平。其中，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复述不小于 80%为

掌握，复述内容在 60%至 80%之间为部分掌握，复述内容低于 60%

为没掌握。此外，如患者为未掌握状态，则需要再次审核教育目标，
并将教育方式予以及时调整，以此来再一次的对患者进行教育，帮助

患者提升其掌握水平，并且护理人员要对掌握情况予以定期检查。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sx ± ），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组间对比

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对比分析 

在治疗组中，显著有效的 561 例，有效 51 例，无效的 35 例，总
有效率为 94.6%；在对照组 647 例患者中，显著有效的 268 例，有效

的 111 例，无效的 268 例，总有效率为 58.6%，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

果对比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满意率的对比分析 

在治疗组 647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的 600 例，满意的 38 例，不

满意的 9 例，总满意率 98.6%；在对照组 647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的

501 例，满意的 29 例，不满意的 117 例，总满意率 81.9%，两组患

者和护理人员满意率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对比分析（n/%） 

组别 n 
显著有效

(n/%) 
有效(n/%) 无效(n/%) 

总有效率

(n/%) 

治疗组 647 561(86.7) 51(7.9) 35(5.4) 94.6 

对照组 647 268(41.4) 111(17.2) 268(41.4) 58.6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率的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治疗组 647 600(92.7) 38(5.9) 9(1.4) 98.6 

对照组 647 501(77.4) 29(4.5) 117(18.1) 81.9 

3 讨论 
作为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结核病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体

现在以下方面，即传染因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支持因素以

及药物副作用因素，导致结核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此外，在
临床治疗结核病患者过程中，对其生活质量的研究则显得较为重要，

下面将对具体影响因素予以一一分析，具体为：（1）传染因素。众所

周知，结核病具有一定传染性，所以结核病患者在生活中要予以分室
居住、餐具专用等措施，由此导致结核病患者出现一定的自闭、自卑

等心理，导致其人际交往能力明显下降，从而影响其生活质量。（2）

心理因素。结核病患者由于长期担心疾病的发展情况，并且害怕传染
他人，导致其形成负面的心理情绪，长此以往，便会影响其生活质量。

（3）经济因素。在治疗结核病过程中，其中所用药物主要以化学药

物为主，并且治疗时间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长期的用药以及
住院治疗，对于患者的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负担，从而导致其生活质

量出现显著降低。（4）社会支持因素。所谓社会支持，指的是社会对

于个体的影响力，并且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力度有着直接联
系。相关研究表明，由于结核病具有传染性，所以大多数人会厌恶、

原理结核病患者，导致其会自发的觉得社会对于其的冷漠，从而影响

其生活质量。（5）药物副作用。为了治疗结核病，患者需要长期的服
用相关药物，但是在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下，患者会出现一定的不良反

应，例如，恶心、呕吐等症状，导致其难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从而对

其生活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本文研究结果上看，对结核病患者实施符合健康路径要求下的

健康教育，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帮助患者保持更加健康的心态来面对今后的治疗，对患者康
复将大有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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