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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护理干预措施及应用效果观察
蒋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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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的病情干预中开展护理干预措施的临床应用价值显著。方法：研究时间限定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3 月，共计收录慢性支气管炎患者 88 例为研究样本，基于护理措施差异，分为接受常规护理的 44 例对照
组与接受综合护理的 44 例观察组患者，对比组间数据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依从性分析中，依从性 97.73%，对照组患者依从
84.09%，组间数据差异存在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各项临床疗效数据分析中，病情反复发作次数、反复住院次数、机械
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相关数据较之对照组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 0.05）。讨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病情护理中，开
展全面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更好的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有效控制患者病情发展，降低与对生理状态的影响，临床应用
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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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哮喘是由于患者呼吸道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的病

理表现，导致气道上皮细胞与细胞因子出现炎性变态反应 [1]。

本次研究基于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为样本，分析综合性护理措

施的实施价值，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限定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3 月，共计收录慢

性支气管炎患者 88 例为研究样本，分为接受常规护理的 44 例

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19例，平均年龄（58.12±1.74）岁；

接受综合护理的 44 例观察组患者，男性 26 例，女性 18 例，

平均年龄（58.21±1.64）岁；一般资料差异无意义（P＞0.05），

入组患者均系知情后入组。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干预中，基于患者的慢性支气管哮喘表现，常

规护理干预措施的实施，主要在患者的日常饮食作息药物服用

等方面 [2]。

观察组患者接受综合性护理干预，开展健康宣教心理干预，

病情指导等多方面的护理干预。健康宣教期间，通过发放宣传

手册、进行临床宣教等方式完成宣教，提升患者病情的认知程

度。心理干预方面基于临床治疗效果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

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从而更好地配合相关医疗措施的实施。

指导患者按时按量服用治疗药物，以控制病情的发展，降低病

情对患者生理状态的影响 [3]。

1.3 评判标准

依从性：完全依从：遵医嘱行为良好，自主服药、自控能

力良好；部分依从：遵医嘱行为一般，自主服药、自控能力一般；

不依从：遵医嘱行为差。

收集护理干预期间患者病情反复发作次数、反复住院次数、

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相关数据，完成数据分析用作组间

对比。

1.4 统计学意义

软件：SPSS 22.0；计量资料、计数资料数据格式统一为

[ sx ± ,（n，%）]，由 T值、X2 值完成数据校验，数据差异存
在意义 P＜ 0.05。

2. 结果

2.1 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患者依从性分析中，依从性 97.73%，对照组患者依

从 84.09%，组间数据差异存在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44 7 30 7 84.09
观察组 44 10 33 1 97.73

X2 - - - - 4.9500
P - - - - 0.0261

2.2 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患者各项临床疗效数据分析中，病情反复发作次数、

反复住院次数、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相关数据较之对照

组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2。

3. 讨论

慢性支气管哮喘会造成患者反复性喘息、胸部憋闷等病理

表现，在夜间或清晨为高发作期，病情护理中，通过综合性的

护理措施，帮助患者降低的改善病情对生活的影响，在临床护

理干预中综合性护理措施的实施，对患者的病情认知有着显著

的提升，同时在心理方面通过心理建设的开展帮助患者更加了

解病情，提升临床依从性，病理方面的干预则更好的保证了患

者对药物的规律服用，有效提升临床疗效 [4-5]。

研究证实：观察组患者依从性 97.73% 高于对照组患者依从

84.09%，数据差异存在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各项临

床疗效数据分析中，病情反复发作次数、反复住院次数、机械

通气时间、住院时间等相关数据较之对照组均存在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P ＜ 0.05），说明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实施对于改善

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生理状态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本院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的病情干预，综

合性护理措施的实施进一步促进患者病情的改善，提升了生活

质量，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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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临床疗效对比（ sx ± ，次，d）

组别 例数 反复发作次数 复发住院次数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4 4.35±1.44 6.35±1.45 8.65±1.75 14.35±1.85
观察组 44 2.15±1.65 3.15±1.67 5.45±1.41 10.25±1.21

T - 6.6635 9.5675 9.4451 12.3029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