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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中的应用对患者负面心理的影响分析
张　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研究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的心理护理内容、临床成效及对负面情绪影响。方法：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
对该阶段筛选患者分组，即：34 例对照组、34 例观察组，2 组共计 68 例，其病理分类为：支气管扩张咯血，分组指导为：电脑随机法，
而后为其提供常规护理、心理护理，对比最终成效。结果：对照组和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有显著意义，且观察组低，
P ＜ 0.05；常规护理满意度评分、心理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观察组高，P ＜ 0.05。结论：开展心理护理，显著效果表现在焦虑、
抑郁情绪改善方面，提高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满意度方面，值得广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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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扩张，为高发性疾病，临床发作期间，患者自感咳嗽、

咳痰，且咯血、胸痛、发热症状也普遍存在；据调查，支气管

扩张咯血性质特殊，有周期反复性特点，对患者生活质量、身

心健康的影响严重 [1]。因此，本文就 68 例支气管扩张咯血患

者为参考，对其心理护理干预成效展开探究，相关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医院批准后，抽取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分为对照组、观

察组，依据为：电脑随机法，选取起止时间在 2019 年 7 月、

2021 年 2 月，病例数总计 68，分析资料如下。34 例对照组、

34例观察组中，分别纳入18例、19例男患，16例、15例女患，

平均年龄值（50.58±2.24）岁、（60.01±2.07）岁。对比上

述指标，无差别性，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n=34 例）：开展常规护理，即：监测病情、对症

护理等；

观察组（n=34例）：开展心理护理，内容有：（1）环境管理。

关于患者所在病房，应由专人负责打扫、清洁，以 2 次 / 日频

率进行；同时，可利用加湿器，适当调整室内温度、湿度，预

防因粉尘导致咳嗽出现 [2]。（2）普及知识。长期治疗过程中，

部分患者配合度不高，导致疗效欠佳；究其根源在于，疾病折磨、

有限认知度影响，因此，护理人员可针对该方面展开疏导，如：

发放宣传手册、组织讲座活动等，内容以支气管扩张咯血诱因、

表现、治疗方案为主，并将本院成功治疗案例与其分享，增进

其理解，提高自信心 [3]。（3）心理安慰。深入病房，与患者

积极沟通，在对其喜好充分掌握后，护理人员可主动找寻话题，

打开患者心门，拉近双方距离，取得其信任感；与此同时，还

应融入负面情绪合理宣泄方法，告知患者不可过度悲伤，耐心

鼓励、安抚患者；在其家属方面，护理人员需嘱咐其尽量给予

患者更多关心、陪伴，严禁提及敏感话题（治疗费用、病情恶

化等），避免心理负担加重 [4]。

1.3 评价指标

（1）对比负面心理：焦虑评分 SAS、抑郁评分 SDS；（2）

对比常规护理满意度、心理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数据

SPSS20.0 开展，用 T 检验计量资料，（ sx ± ）形式表现，

P＜ 0.05。

2 结果

2.1 负面心理

关于SAS评分、SDS评分比较，观察组低，P＜0.05。如表1。

2.2 满意度

关于满意度指标，比较对照组评分（78.94±4.53）、观

察组评分（90.21±1.65），数据有统计意义，且观察组高，

T=13.63，P=0.00。

表 1 比较负面心理评分（分， sx ± ）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对照组（n=34 例） 51.78±3.02 53.65±3.18
观察组（n=34 例） 35.44±2.97 38.49±3.07

T 22.49 20.00
P 0.00 0.00

3 讨论

在临床上，支气管扩张咯血，属呼吸系统疾病，存在复杂

致病诱因，与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外部牵拉、阻塞、遗传易感

性相关的同时，免疫缺陷、防御能力受损也占据重要比例，会

严重影响其生命健康 [5]。

本文结果中，指标为：经常规护理、心理护理，患者的组

间数据有差异性，在SAS评分、SDS评分方面，观察组较对照组低，

P＜0.05；满意度评分比较，观察组高，P＜0.05。原因探析得出：

基于常规护理的心理护理，能够着手于病房环境，从调整温度、

湿度，打扫卫生方面干预，以此来避免交叉感染发生；与此同时，

支气管扩张咯血相关知识的讲解、普及，还能够对患者错误认

知及时纠正，使其树立正确疾病观，增强治疗自信心；且心理

安慰措施，有利于患者合理宣泄自我情绪，通过家属陪伴、关心，

建立强大心理支撑，从而提高患者治疗自信心，更好的改善预

后水平 [6]。

总而言之，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的心理护理，效果明显；

不仅能够改善其焦虑、抑郁情绪，而且还能够促进满意程度的

良好提升，可进一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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