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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魏　琴　尤　怡

重庆松山医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目的：针对现阶段心理护理在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方法：研究工作主要是

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以常规护理为主，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心理护理干预，

确保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患者心理状态变化以及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从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指

标参数都有着明显的转变，能够维持良好心理状态，对疾病知识的掌握也较为深刻。结论：在本次研究工作中发现，心理

护理工作的开展，能够对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呼吸衰竭患者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实际的治疗水平较为良好，值得在临床

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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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OPD 伴呼吸衰竭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给患者的生活和

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心理护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护

理手段，能够帮助患者应对疾病的心理压力，提高其生活质

量。然而，目前对于心理护理在 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

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次研究工作，主要是将我院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之间，接收的 98 例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伴呼吸衰竭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患者一般资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 平均年龄
男 女

对照组 49 28 21 56-87 65.95±3.55

观察组 49 30 19 55-83 66.01±3.49

T/χ2 -- 0.169 0.084

P -- 0.681 0.932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为主，观察组则是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对患者给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

心理护理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伴呼吸衰竭患

者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护理干预中，护理人员与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以了解患者的一般情况

和疾病状态，并及时发现患者可能存在的焦虑、忧郁等不良

情绪。通过详细讲解疾病知识、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护理人

员可以加深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提高他们

的治疗积极性和配合度。护理人员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

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或并发症，应立即通知医生并积

极配合进行对症处理和治疗。此外，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

护理人员还需要进行针对性地心理疏导，加强沟通交流，让

患者明白不良情绪会对疾病产生影响。为了减少患者对疾病

的关注度，降低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还可以采

取注意力转移的方式，引导患者关注其他事物，调整心态，

提高治疗效果。

在病房环境方面，护理人员需要确保通风换气良好、

安静舒适，让患者能够充分休息。同时，减少患者家属的探

访频率，可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对于需要使用呼吸机或

进行气管切开治疗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详细讲解设备的益

处和必要性，增强患者的理解和配合度。对于气管切开治疗，

护理人员还需要向患者详细讲解手术的必要性、麻醉方法以

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和护理方法，以减轻患者的恐惧和紧张情

绪。此外，护理人员还应引导患者家属与患者进行更多的沟

通交流，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感和孤独感，让患者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和关怀，保持良好的心态。通过这些心理护理干预措

施，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其心理

健康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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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患者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比较。（2）患者对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工作开展的期间内，主要使用 SPSS 20.0 统

计学软件，对各项数值进行分析对比，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

意义（P<0.05）。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比较

表 1 患者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t P
SAS 评分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9 8.25±1.46 2.61±0.47 25.740 <0.05 8.65±1.60 2.45±0.49 25.935 <0.05

观察组 49 8.31±1.42 4.49±0.95 15.651 <0.05 8.59±1.64 4.72±1.05 13.911 <0.05

t -- 0.206 12.416 0.183 13.713

P -- 0.837 <0.05 0.854 <0.05

2.2 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表 2 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对照组 49 26（53.06） 20（40.81） 3（6.12） 46（93.88）

观察组 49 21（42.86） 16（32.65） 12（24.49） 37（75.51）

χ2 -- 6.375

P -- 0.011

3. 讨论

心理护理在 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患者个体差异、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和

频次等。首先，患者个体差异是影响心理护理效果的重要因

素之一。每个患者的心理状况和需求都可能不同，因此需要

制定个体化的心理护理方案。有些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焦虑

和抑郁情绪，而有些患者可能更需要情绪支持和心理疏导。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了解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其心理

健康状况、社会支持系统等，以制定相应的心理护理计划。

其次，心理护理干预的方式和频次也会影响其应用效果。心

理护理可以包括心理教育、认知行为疗法、支持性心理治疗

等多种干预方式。不同的干预方式可能对不同的患者产生不

同的效果。此外，心理护理的频次也需要根据患者的需求进

行调整。有些患者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心理护理干预，而有些

患者可能只需要间断性地支持。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

者的情况进行灵活地干预安排。

心理护理在 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中具有显著的应用

效果。研究表明，心理护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改善其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焦虑和抑郁是 COPD 患者常见

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影响其治疗依从性和康复效果。心理护

理可以通过提供情绪支持、心理教育和认知调整等方式，帮

助患者应对焦虑和抑郁情绪，增强其应对疾病的能力，从而

改善其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

然而，目前相关研究还相对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对

心理护理在 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的研究。未

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心理护理干预方式的效果比较，评估

心理护理的长期效果以及探索心理护理与其他治疗手段的

联合应用等。这将有助于提供更有效的护理策略和指导，改

善 COPD 伴呼吸衰竭患者的心理健康和康复效果。同时，对

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指导也非常重要，以提高其心理护理的专

业水平，确保心理护理的有效实施。

总而言之，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加强

心理护理干预工作的开展，是目前在临床诊疗中最为良好的

护理方式，能减少患者病痛情况，确保患者掌握相关的疾病

知识内容，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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