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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围较广，如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扩
张等都属于该疾病的范畴，上述疾病的存在，很容易导致患者发
生肺气肿。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中一共抽选了100位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糖尿病的

患者参与探究。实验对象的筛选范围为我院2019年8月至2020年
8 月之间接受的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糖尿病的患者中。在确定护
理对象后，对其进行相应的分组，每组各纳入50 位患者。归于实
验组中的患者将接受优质护理措施，归于对照组的患者将采取一
般性的护理方案。为了能够保证实验开展的高效性，使之不被其
他因素所干扰，我们需要围绕两组患者的一般信息展开汇总对比。
实验组中的患者人数为 50 人，其中 27 位患者的性别为
男，23 位患者的性别为女；观察患者的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最小者 50 周岁，年龄最大者 82 周岁，将该组 50 位
患者的年龄汇总在一起，取平均值可得（65.46 ± 9.51）
周岁。对照组中的患者人数为 50 人，其中 29 位患者的
性别为男，21 位患者的性别为女；观察患者的年龄分布
情况，年龄最小者 51 周岁，年龄最大者 79 周岁，将该
组50位患者的年龄汇总在一起，取平均值可得（65.69±8.63）周
岁。从上述一般资料的分析来看，两组在这几方面表现出的差异
性并不明显，因而一般资料不会对接下来的探究工作产生干扰。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一般性的护理方案。实验组的患者应用优质护理

措施，护理内容如下所示：
1.2.1 环境护理
护理人员要为患者创造良好的休息环境，结合室外的天气情

况，对患者所处的病房要及时进行通风换气，合理把控病房内部
的温度水平，使之控制在20 摄氏度左右。据相关调查显示，阴暗
的环境易于导致人们的情绪低落，因而在白天时分，要注意拉开
窗帘，使得光线照射进来，给患者一种舒适的体验。除此之外，为
了有效预防感染问题的发生，需要对病房进行消毒处理。

1.2.2 心理护理
由于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糖尿病的患者，其病情较为严

重，并且患病时间较长，短时间内的治疗可能无法显示出明显的
效果，因而病人需要长期接受相关治疗。由于持续不断的治疗再
加上医疗经济压力，病人的心理状态可能处于较差的水平，为此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与之交谈，迅速掌握病人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
状况，并利用恰当的方式为其进行心理安慰。

1.2.3 用药护理
对病人的用药情况进行严格监管，指导病人在适当的时间服

用适量的药物，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将用药的禁忌项告知患者，
以免发生意外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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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此次实验将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糖尿病的患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为其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并就患者对护理

的体会进行汇总整理。方法：为了配合实验的顺利推进，我们此次探究共计选取了100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实验要求，在我院2019年

8月至2020年8月之间接受的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糖尿病的患者中进行抽选。确定实验对象后进行分组，并以小组为单位，为不同的患者提供不

同的护理方案。其中50位患者采取一般性的护理方案，将其称之为对照组；另外50位患者接受优质护理措施，称之为实验组。在护理工作展开

后，对比两组的相关指标变化情况。结果：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在空腹以及饮食两小时后的血糖浓度水平，从数值对比中可以看出护理前，相

关指标对比效果并不显著，护理后，相关指标水平产生了较大差异。两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为相关患者进行治疗

时，应用优质护理方式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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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实验由于需要对患者护理前后不同状态下的血糖浓度进
行检测，同时还要调查病人的护理效果，因而会涉及到诸多数据，
为了能够提高数据处理效果，我们此次用到了 SPSS21.0 软件。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患者血糖浓度对比分析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在空腹以及饮食两小时后的血糖浓度

水平，从数值对比中可以看出护理前，相关指标对比效果并不显
著，护理后，相关指标水平产生了较大差异。两组对比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不同组别患者护理效果比较分析
从下表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护理效果更为理想。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可能伴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并且根据

有关研究显示，这一疾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如果合并糖尿病，
病人所处的境况就更为艰难，会给病人带来多重压力。在重重压
力的逼迫下，患者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等情况，不利于治疗的顺
利进行。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为患者展开优质护理服务，利用心
理护理、用药护理等多种护理措施，帮助患者提升治疗效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病人接受护理前，
对其展开血糖监测，分别测量患者在空腹状态下以及饮食两小时
后血糖指标，然后对两组的血糖浓度进行对比，从对比中可以看
出，两组患者在这两种状态下的血糖浓度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差
异性较小，可以忽略不计。病人在护理后，同样需要测定这两种
状态下的血糖浓度水平，然后再次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可以发现，
两组的相关指标水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且实验组的指标水
平明显更低，两组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实验
组的护理效果也有由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为相关患者展开治疗的过程中，采取优质护理
方案能够帮助患者改善血糖浓度指标，在此基础上还能够优化护
理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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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效果显著 情况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0 24（48.00%） 16（32.00%） 10（20.00%） 40（80.00%）

实验组 50 32（64.00%） 15（30.00%） 3（6.00%） 47（94.00%）

P - - - - ＜0.05

表1     不同组别患者护理效果度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