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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病人的干预性护理及肺功能检测分析
徐孟 

（贵州省六盘水市南开苗族彝族乡卫生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26） 

【摘  要】目的：分析干预性护理在哮喘病人中的效果及肺功能检测。方法：选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哮喘病人 82 例，随机分为观
察组(干预性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41 例，对比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满意度 95.12%、依从率 90.34%、哮喘发作次数(1.20±0.31)
次/w、哮喘发作时间(10.73±0.31)min/次、住院时间(5.23±1.22)d、急诊次数(1.20±0.12)次、FEV1(2.31±0.66)L、FVC(3.24±0.77)L 均优于
对照组 75.61%、73.17%、(2.53±0.24)次/w、(15.22±0.68)min/次、(6.44±2.13)d、(2.42±1.56)次、(1.67±0.43)L、(2.66±0.55)L，对比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干预性护理可有效改善哮喘病人肺功能，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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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哮喘为常见疾病，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患者以喘息、
胸闷、呼吸困难等为主要临床症状，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1]。现阶段，此病并无特效的治疗措施。所以，临床治疗的主要目标
是对其呼吸有关症状进行改善[2]。因此，相应的护理干预也同样重要。
本次研究观察哮喘病人的干预性护理和肺功能检测，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 选取 82 例哮喘病人随机分为观
察组 41 例，男 21 例，女 20 例，年龄 22~77 岁，平均年龄(46.32±
1.78)岁；对照组 41 例，男 22 例，女 19 例，年龄 23~76 岁，平均
年龄(46.80±1.56)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干预性护理，包括：①心理
护理。哮喘病人常常存在喘息、胸闷等情况，同时常常存在烦躁、
抑郁等情况，从而导致治疗依从性受到影响，因此护理人员应积极
同患者沟通，对其心理状态及时了解，从而进行心理干预，提升治
疗依从性。②功能锻炼。患者稳定病情后，协助其实施腹式呼吸，

利用吹气球的方式对呼吸功能进行锻炼。对其进行咳痰、咳嗽护理，
保证呼吸顺畅，定时进行雾化，诱导其咳痰。③饮食指导。对患者
进行饮食指导，告知其多食用写高蛋白和高维生素食物，多饮食，
保证勤饮水。④出院指导。告知患者尽量不去人流密集处，确保口
腔卫生良好，养成好的饮食习惯，定时复查。 
1.3 疗效判定标准 

①观察指标：哮喘发作情况(发作次数、发作时间)、住院时间、
急诊次数。 

②肺功能[3]：第一秒呼出气体容积(FEV1)、用力呼气量(FVC)。
③满意度：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④依从性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数（%）表示，行 X2 检验，计量（`x
±s）表示，行 t 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肺功能和观察指标 

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肺功能和观察指标（`x±s） 

分组 例数 急诊次数(次) 住院时间(d) 哮喘发作次数(次/w) 哮喘发作时间(min/次) FEV1(L) FVC(L) 

观察组 41 1.20±0.12 5.23±1.22 1.20±0.31 10.73±0.31 2.31±0.66 3.24±0.77 
对照组 41 2.42±1.56 6.44±2.13 2.53±0.24 15.22±0.68 1.67±0.43 2.66±0.55 

t 值 4.123 4.321 4.456 4.654 4.147 4.258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满意度 

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满意度(n,%) 

分组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1 19(46.34) 10(24.39) 2(4.88) 95.12(39/41) 
对照组 41 10(24.39) 11(26.83) 10(24.39) 75.61(31/41) 

X2 值 7.654 
P 值 <0.05 

2.3 依从性 

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依从性(n,%) 

分组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41 29(70.73) 8(19.51) 4(9.76) 90.34(37/41) 
对照组 41 15(36.59) 15(36.59) 11(26.83) 73.17(30/41) 

X2 值 6.654 
P 值 <0.05 

3 讨论 
哮喘为一种慢性疾病，为呼吸内科常见病，目前尚无特效治愈

方法[4]。针对该类疾病的治疗以改善呼吸道症状为主，同时进行康
复训练，确保良好生活习惯。春、秋季为哮喘的高发季节，以呼吸
困难、胸闷为常见表现，仅进行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需进行相应

的护理干预[5]。 
干预性护理为新型护理模式，通过进行心理护理，可改善负面

情绪，保持积极心态；进行功能锻炼可促使患者提升身体素质，加
快疾病恢复；进行饮食指导，可保证患者饮食营养丰富，同时保持
较强身体素质；出院指导可有效避免患者出院后因不良习惯导致疾
病复发。 

本次结果为，观察组各项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说明干预性
护理在哮喘病人护理中效果显著，可效果控制哮喘发作情况，改善
肺功能，提高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 

综上，干预性护理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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