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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疾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多发的呼吸类疾病，当慢阻肺

疾病发作的时候患者会感到呼吸困难、气短、胸闷等，并且还会

出现咳嗽、咳痰等症状，近几年慢阻肺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处于上

升的趋势，而其的复发率以及致死率也极其高。针对这种情况，除

了通过手术进行治疗之外，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方式也有助于

患者后期的恢复。因此，本次研究选取了 120 例我院收治的慢阻

肺患者，分析对比对慢阻肺患者使用常规护理和整体护理的应用

效果。现在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的 120 例慢阻肺患者都是从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期间我们医院收治的慢阻肺患者中抽取出来的,本次研究首先经

过了这 120 例慢阻肺患者和其家人的同意自愿配合。分别分为常

规组和对照组，其中常规组男性患者 39 例，女性患者 21 例，37

岁 ~75 岁，平均（53.75 ± 4.55）岁；对照组女性患者 23 例，男

性患者 37 例，40 岁 ~77 岁，平均（61.56 ± 6.18）岁，两组之间

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针对常规组患者使用常规的护理措施,例如：治疗护理、健康

教育、以及对患者基本的身体指标进行检测等等。另外一组进行

整体护理为对照组,主要内容如下：①进行治疗前：护理人员要通

过查看文献和培训等方式不断学习慢阻肺疾病的相关知识，并且

医院要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工作，护理人员要针对患者

制定出适宜的护理方案。②患者住院期间：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讲

座和视频教学的方法，用细致、耐心的态度和患者讲解疾病的情

况，使患者正确认识了解自己的疾病，要和患者家属积极的配合，

时刻提醒患者要遵循医嘱来用药，有问题及时发现并进行反馈工

作。③心理护理：护理人员需要使用介绍一些成功治疗的病例等

方式使患者树立起一定可以治愈疾病的自信，使患者的心理状态

积极向上，帮助患者消除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在分别进行护理后的总有效率的对比

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比较护理后的总有效率发现对照组要

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P ＜ 0.05;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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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对比对慢阻肺患者使用常规护理和整体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的120 例慢阻肺患者都是从2019 年3 月

~2020年4月期间我们医院收治的慢阻肺患者中抽取出来的,采取随机方式均分为每组60例。一组进行整体护理为对照组。另一组进行常规的护

理措施为常规组。最后对比这两组患者在经过不同的护理后的治疗效果以及动脉血气指标等的情况。结果：比较护理后的总有效率发现对照组要

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P＜0.05;和进行了常规护理治疗后的常规组比较来说，对照组的动脉血气指标P
a
O
2
和P

a
CO

2
则明显比常规组的改

善得更好，上述两组的组间对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应用整体护理对慢阻肺患者的影响效果较为好,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是一

种更好的护理方案。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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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肺功能改善的情况对比

和进行了常规护理治疗后的常规组比较来说，对照组的动脉

血气指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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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显比常规组的改善得更好，上述两组

的组间对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下表 2：

3  讨论

让慢阻肺患者患者在疾病的治疗到完全恢复的过程中能学会

进行自我管理是延续性护理的重中之重，护理人员要通过讲座和

视频教学的方法加强患者对自己的疾病的正确认识，不断进行健

康宣教的工作，同时让患者家属积极的配合，让患者和其家人学

习护理管理的知识以及进行自我监测，让患者在出院后仍能延续

进行有效的护理工作，以便患者尽快的康复。

此次研究的 120 例慢阻肺患者都是从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期间我们医院收治的慢阻肺患者中抽取出来的，比较护理后的

总有效率发现对照组要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P＜0.05;

和进行了常规护理治疗后的常规组比较来说，对照组的动脉血气

指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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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显比常规组的改善得更好，上述两组的组

间对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综上所述，使用整体护理干预对慢阻肺患者的影响效果较为

好,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治疗的总有效率，对改善患者的肺功能

也有较好的疗效，是一种更好的护理方案。推荐在临床上应用，进

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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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PaCO （mmHg） PaO mmHg）

常规组 60 62.39±15.1 67.62±14.9

对照组 60 54.71±16.5 74.18±16.8

t / 2.6597 2.2629

P / P＜0.05 P＜0.05

2 2

组别 n 效果是否显著 有效果 没有效果 总有效率

常规组 60 38 12 10 83.30%

对照组 60 51 7 2 96.60%

X / / / / 4.6584

P / P＜0.05 P＜0.05 P＜0.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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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总有效率的对比（%）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动脉血气指标P
a
O

2
和P

a
CO

2
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