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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护理对慢阻肺干粉吸入治疗质量及 

病情预后的影响 

陈  可  侯  超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519000 

【摘  要】目的：研究规范化护理指导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干粉吸入治疗质量及病情预后影响。方法：通过回顾分析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10 月间住院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资料，将患者分为常规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78 例患者。常规组既往给予常规护理方

法，观察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对护理的流程及具体措施进行了优化整合和强化，而且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结果：干粉吸入剂的掌握情况观察组的合格率 96.15%

高于常规组（82.05%），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依从性观察方面，观察组（93.59%）高于常规组（82.05%），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

组的缓解时间大于观察组；复发时间短于观察组，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规范化护理可以通过提高患者用药的准确性和依从性，缓解患者的病

情，延长疾病的发病时间，从而对患者病情的控制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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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性疾病，其特征为气流受限并有持续的呼

吸系统炎症。目前 COPD 临床的治疗主要以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无法根

治。COPD 患者治疗的主要药物为干粉吸入剂（Dry powder inhaler，DPI），

具有药物通过吸入可以直接进入肺部、用药量小，作用的速度快、安全

性高、治疗效果好等特点，DPI 可以改善患者发病的时的症状，减少发病

的时间和降低发病的频率。DPI 使用时需要正确的操作方法，正确的操作

可以缓解患者发病的症状，稳定患者的病情和情绪[1]。但 COPD 患者为中

老年患者居多，很多患者无法通过药物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正确的操作，

因患者的文化程度和理解操作能力等因素，致使 DPI 的正确使用率一直

都很低，导致疾病的控制不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针对 COPD

患者现采用规范化护理对患者进行指导用药，以观察 COPD 康复的影响

研究结果如下。因为规范化护理能有效指导患者用药，并且能加强患者

对疾病和自身的用药有一定的了解，规范化护理比以往临床上常规的护

理更加仔细的对患者进行指导和示范，这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患者用药准

确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研究。本研究回顾在我院治疗的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10 月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共 156 例，分为常规组和观察组，

每组 78 例。常规组为男 41 例，女 37 例；年龄 39-80 岁，平均年龄（69.23

±11.02）岁；文化程度：文盲 44 例，小学 21 例，初中 10 例，其他 3 例。

观察组为男 43 例，女 35 例；年龄 41-85 岁，平均年龄（71.95±11.56 岁）

岁；文化程度：文盲 49 例，小学 21 例，初中 6 例，其他 2 例。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经呼吸科专科医生诊断 COPD 的患

者；患者及其家属了解试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患有其

他肺部疾病，如支气管哮喘、重症肺炎、肺部肿瘤等；患者年龄高于 85

岁以及有精神上的疾病，有认知和沟通上障碍的患者；患者有其他系统

严重疾病，如脑卒中、心力衰竭、冠心病、慢性肾衰竭等。 

1.2 研究方法 

常规组患者为既往给予目前对该疾病治疗常规的护理方法指导病

人，由主治医师和药师对患者的用药方法进行指导，实施心理护理、健

康宣教以及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为既往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对护理的流程及具体措施不仅进行

了优化整合和强化，而且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具体法包括：（1）按

常规护理方法后，根据其患者的不同情况实施个性化的用药指导。1）责

任护士携科室吸入装置模型、宣教图片以及科室制作视频二维码图片至

床边对患者进行第一次指导；3）吸入剂到达病房后再次对患者进行第二

次指导；4）患者第二天使用时再次评估，进行第三次指导，一般在第二

天下班前完成三次指导，并根据评估其掌握情况，再次指导，直至患者

完全掌握，未能达标需持续指导的患者并在护士站记事栏上注明，做好

交接班。（2）对患者进行情绪和心理的干预，科室每星期三科室主任带

领患者在小花园内进行八段锦锻炼半小时。（3）健康宣教：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对易错的部分进行加强分析，强化患者的记忆；并采用反问

式查对法：在对患者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利用反问式查对法对其进

行有效的检查和对比，进而降低其误吸、漏吸现象的发生。增加了患者

的用药示。（4）饮食护理：对于营养不良患者联系营养科制定个性化的

营养方案。 

1.3 观察指标 

在干预六个月后，我们对两组患者干粉吸入剂的知识掌握的情况进

行记录，设置相关的题目 50 道，总分 100 分，100-90 分为优秀，89-70

分为良好，69-0 分为差。合格率=（优秀+良好）/总数×100%；（2）患

者依从性的调查，包括用药删除的从未间断，正确的闭气时间、正确的

吸入姿势、饮食健康、运动和疾病的充分认知。一项两分，共计 16 分，

得分高于 14 分认为依从性好，得分为 13-11 表示依从性一般，得分小于

11 分的依从性差。（3）记录两组患者病情的缓解的时间和病情复发的时

间。 

1.4 统计方法 

采取 SPSS 22.0 的软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使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使用[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

采用χ2 来检验数据的差异；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对 DPI 的使用和知识掌握情 

经过试验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患者对 DPI 的使用和知识掌握情况

观察组的合格率 96.15%高于常规组（82.05%），两组对比有明显的统计学

意义（P<0.05），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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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对 DPI 的使用和知识掌握情况[n（%）] 

 常规组（n=78） 观察组（n=78） X2 值 P 值 

优秀 34（43.59） 50（64.10）   

良好 30（38.46） 25（32.05）   

差 14（17.95） 3（3.84）   

合格率（%） 64（82.05） 75（96.15） 14.023 0.001 

2.2 两组患者的依从性分析 

经过试验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患者的依从性观察组的依从性

93.59%高于常规组（82.05%），两组对比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

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依从性分析[n（%）] 

 常规组（n=78） 观察组（n=78） X2 值 P 值 

依从性好 39（50.00） 43（55.12）   

依从性一般 25（32.05） 30（38.46）   

依从性差 14（17.95） 5（6.41）   

依从率 64（82.05） 73（93.59） 9.234 0.003 

2.3 两组患者的病情缓解时间和复发时间的比较 

经过试验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常规组的缓解时间大于观察组；复

发时间短于观察组，两组对比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的病情缓解时间和复发时间的比较（ sx  ） 

 常规组（n=78） 观察组（n=78） T 值 P 值 

缓解时间（天） 13.24±2.01 7.13±1.56 13.479 0.001 

复发时间（月） 4.63±2.87 11.47±2.11 28.146 0.001 

注：缓解时间是指：从患者 COPD 急性发作期入院治疗到病情稳定

遵嘱出院的时间间隔。复发时间是指：从患者出院后到再次因为 COPD

急性发作入院治疗间隔时间。 

3 讨论 

肺部疾病治疗的局部给药优于全身给药，将治疗浓度的药物递送至

肺部可以提高治疗的疗效，同时可以减少全身的毒副作用[2]。近几年的研

究中，肺部给药的技术一直在发展，Duong 等人[3]的研究中，将多孔的颗

粒技术运用于气凝胶中，可以更加安全有效的给药，减少患者用药的困

难，容易操作。干粉吸入剂（DPI）成为 COPD 患者的主要药物，药物便

于携带，给药迅速，药物作用的时间快，可以重复的调节给药的剂量。

但患者用药时需要耐心的协调，手和呼吸同步以适当的速度和时间吸入

给药，由于使用时不适当的快速吸入、不恰当的启动和不正确的剂量等，

会使患者错误的操作 DPI 给药，导致发病时病情无法缓解，患者得不到

治疗，而且经过调查发现，国内外 COPD 患者对吸入剂使用的依从性较

差[4]。为了提高患者的用药的准确率，采用规范化的护理对病人进行指导，

从对患者的认知、情绪和心理和亲身演示指导，从而达到提高正确率的

目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患者对 DPI 的使用和知识掌握情况方面，观察组

（96.15%）优于常规组（82.05%）。依从性方面，观察组（93.59%）显著

优于常规组（82.05%），这说明采用规范化护理的患者不仅能提高用药的

准确性，而且患者的依从性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规范化护理能有效指

导患者用药，并且能加强患者对疾病和自身的用药有一定的了解，规范

化护理比以往临床上常规的护理更加仔细的对患者进行指导和示范，一

些操作有困难的患者也会要求家属了解学习给药，这可以大幅度的提高

患者用药准确性。进行规范化护理时，医护人员会时时了解患者的情况，

详细的规定患者的饮食、运动、给药时间等，能有效提高病人家属医嘱

依从性，培养规律性的给药，从而使患者的病情减轻。患者好转后，病

人及其家属会更加认可治疗、护理，从而继续遵嘱执行，形成良性的循

环，病人更加愿意配合治疗，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常规组的缓解时间大于观察组；复发

时间短于观察组，这提示规范性护理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准确性，发病时

正确的给药可以更好的给药，发挥药物的疗效，更长时间的缓解发病的

时间；规范性护理患者的发病时间也大幅度降低，这可能与护理时进行

的情绪和心理上的干预有关，采取一些正确的方法，适当的缓解心理上

的负担和负面情绪，对病情的缓解很有帮助，因为 COPD 的发病在一定

程度上与情绪有关，当病人处于极度的情绪中，更容易导致疾病的发作；

也有可能与正确的给药有关，熟练正确的给药方式，可以缓解病人发病

时的紧张情绪，可以迅速控制疾病。因此，我们认为规范性护理可以通

过提高患者用药的准确性和依从性，缓解患者的病情，延长疾病的发病

时间，从而对患者病情的控制发挥重要的作用[5]。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说明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实施规范性的

护理可以提高干粉吸入剂使用正确率和患者的依从性，缓解患者的病情，

延长疾病的发病时间。因此，临床上加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实施

规范性的护理，对患者病情的控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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