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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护理中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对患者满意
度的影响评价

王　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分析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护理中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对患者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方法：80 例老年慢性
阻塞性肺气肿患者采用摸球法分组，对照组 40 例给予基础护理，观察组中 40 例在基础护理基础上给予舒适护理，分析护理前后
心理状态评分和患者满意度。结果：护理后观察组心理状态更加稳定且患者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舒适护理可改善患者
的心理状态并提升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舒适护理；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患者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473.5　　【文献标识码】A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是一类临床高危疾病，严重威胁患者
的生命安全 [1]。疾病治疗过程中亦需要科学有效的护理，患者心
理情绪极不稳定，对护理工作亦不满意 [2]。传统护理模式虽有效
果，但随着现代人生命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且对临床护理工作要求
越来越高，传统方法的简单性和内容的单一性缺点越来越突出，
故探究新型护理模式迫在眉睫 [2]。目前，现代化护理模式应当以
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提升其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目的，而舒
适护理措施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且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本文以 80
例患者为试验对象，探究实施舒适护理干预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所有患者的挑选方式如下：均在 2018-2019 年期间进行挑

选，筛选满足如下条件的患者：首先必须是经过科学诊断，符
合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诊断标准且长期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患
者，可有利于回顾分析其病情资料，其次必须在清楚本次试验
的方法、目的的基础上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家属也同意
患者参加。经过筛选留下的 80 例患者通过摸球分组，奇数号
划分到对照组，共40例，男女比例近1：1；平均（68.15±4.25）
岁。偶数号划分到观察组，共 40 例，男女比例近似 1：1，平
均（68.13±4.32）岁。组间资料对比，P>0.05。

1.2 操作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接受基础护理。
观察组患者均接受舒适护理：（1）心理疏导：老年患者心

理承受能力较差，容易胡思乱想，进而产生诸多不良情绪，为此
护理人员应当采取言语鼓励、行为激励等方式进行宽慰，建立家
属陪伴左右给予患者亲情安慰。（2）环境优化：慢阻肺患者身
体抵抗力差，受病毒侵害容易引发肺部感染加重病情，故护理人
员应保证病房干净整洁，定时杀菌消毒，保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同时护理人员也需营造和谐的护理环境，强化护患交流，给予患
者家庭之感，使其感到幸福舒适。（3）生理护理：患者因肺功
能严重受损而导致多种并发症，护理人员需进行对症护理干预，
及时为患者清理呼吸道和口腔异物，密切监测其生命体征。

1.3 观察指标
有关心理状态评价使用 SAS 和 SDS 表，百分制，分值与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有关满意度评价使用
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卷，百分制，评分为 100 分的患者即
对护理工作非常满意，评分为 60 分 -99 分的患者即对护理工

作一般满意，评分为 0 分 -59 分的患者即对护理工作不满意，
筛除不满意患者外其余患者均计入满意度计算。

1.4 统计学处理
文中计数（χ2 检验）、计量（t 检验）资料用 SPSS20.0

软件处理，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分析
2.1 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
结果：护理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而护理后两组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患者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2。
3 讨论
随着现代护理技术的不断升级，当代临床护理模式也逐渐完

善，为有效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临床中将采用多元化护理措施
联合施护的方式，从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提升其护理满意度。

舒适护理包括心理和生理舒适护理两个方面，具体来说：
心理疏导可优化患者心理状态，环境优化可使患者感到身心舒
适，生理护理可大幅度改善患者身体不适感 [3-4]。上述措施联
合作用于患者身心，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提升其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到，相较对照组，护理后观察组心理
状态更加稳定且患者满意度更高，由此可说明舒适护理可在很
大程度上优化临床护理方法和内容 [5]。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护理核心，专注于护理过程和
护理内容进行优化，从而克服传统护理模式死板、单一、灵活
性差等缺点，通过多种科学护理措施体现对患者的精细化、科
学化护理，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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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 [ x ±S]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71.72±10.19 32.26±4.27 68.28±11.08 30.46±4.18
对照组 40 71.56±10.41 59.18±7.31 68.44±10.18 57.18±8.17

T - 0.0695 20.1113 0.0673 18.4143
P - 0.9448 0.0000 0.9465 0.0000

表 2患者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2（80.00） 8（20.00） 0（0.00） 40（100.00）
对照组 40 15（37.50） 16（40.00） 9（22.50） 31（77.50）

χ2 - - - - 10.1408
P - - - - 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