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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预防控制方式及价值分析 

宁昌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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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肺结核的预防控制方式及价值。方法：选择肺结核患者 112 例，时间为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将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56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理，观察组采取积极的预防控制。比较两组的疾病认知水平，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结果：在疾病认知方面，观察组症状了解

（91.66±5.34）分、病因了解（90.55±5.15）分、治疗了解（92.96±5.64）分、预防了解（91.25±5.73）分，分别高于对照组的（80.27±3.18）分、（78.63±

3.06）分、（82.63±3.53）分、（81.63±3.29）分，P＜0.05。在治疗依从性方面，观察组总依从率 96.43%高于对照组的 78.57%，P＜0.05。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

察组总满意率 94.64%高于对照组的 73.21%，P＜0.05。结论：针对肺结核的疾病，采取积极的预防控制措施，能使患者对疾病各方面认知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有利

于提高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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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传染病，其中以肺结核 为常见。该病以

结核分枝杆菌为主要病原体，可由呼吸道传播，当前已经成为了世界范

围内 主要的传染病之一[1]。虽然肺结核治疗药物有很多，例如吡嗪酰胺、

乙胺丁醇、利福平、异烟肼等，但是需要进行较长周期的治疗，同时容

易引起很多副作用，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下降[2]。而且，大多数患者对于

肺结核相关知识了解较少，日常健康行为控制落实不到位，也会影响治

疗效果。所以，针对肺结核疾病，应采取更为有效的预防控制策略，提

高患者的认知水平和依从性，进而达到更好的效果[3]。基于此，本文选择

肺结核患者 112 例，时间为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分析了肺结核的

预防控制方式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肺结核患者 112 例，时间为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将患者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6 例。对照组中，患者性别为男 29 例、

女 27 例，年龄 小 32 岁、 大 61 岁，平均（50.34±3.42）岁；观察组

中，患者性别为男 30 例、女 26 例，年龄 小 33 岁、 大 62 岁，平均

（50.41±3.36）岁。在上述指标中，两组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

该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均符合肺结核的诊断标准，均为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

研究内容已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感染性或传染性疾病的患者，合并重要脏

器病变的患者，合并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理。按照肺结核防治规范，指导患者做好日常生

活防护。叮嘱患者按时用药，定期复查。提醒患者外出时佩戴口罩，保

护自身及他人安全。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取积极预防控制。对患者进行建档登记，详细记录各项信

息，进行统一管理。对患者活动轨迹进行确认，对密切接触者展开筛查，

做好消毒隔离，避免扩散。开展肺结核患者针对性管理，及时进行健康

宣讲，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肺结核防治知识及注意事项，强调治疗控制的

重要性。提醒患者避免到人流密集的场所，不要随地吐痰，不对人咳嗽

或打喷嚏。加强心理干预，注意安抚患者的情绪，与患者主动沟通，认

真和患者交流。鼓励患者表达内心的想法，取得患者的理解和信任。列

举康复成功的案例，提高患者信心。采取健康促进，检查对患者的规范

指导，直至患者彻底痊愈。着重强调规范用药的必要性，提高患者依从

性。指导患者适当活动锻炼，提高身体素质，预防肺心病、肺气肿等并

发症。加强组织培训，对所有医务人员开展肺结核防控教育，提高预防

控制肺结核的能力，使肺结核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的疾病认知水平，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疾病认知评

价中，指标包括症状了解、病因了解、治疗了解、预防了解。采用自制

问卷评价，每项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了解程度越高。治疗依从性

评价采用 Mofisky 量表，总分 100 分，90-100 分代表完全依从，80-89 分

代表部分依从，0-79 分代表不依从。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评价，总

分 100 分，80-100 分代表非常满意，60-79 分代表满意，60 分以下代表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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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研究获取数据加以处理。对计数资料使用数

或率表示，使用 x2 检验；对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t 检验。

若 P＜0.05，说明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在疾病认知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疾病认知方面，观察组症状了解（91.66±5.34）分、病因了解（90.55

±5.15）分、治疗了解（92.96±5.64）分、预防了解（91.25±5.73）分，

分别高于对照组的（80.27±3.18）分、（78.63±3.06）分、（82.63±3.53）

分、（81.63±3.29）分，P＜0.05。 

表 1  在疾病认知方面两组的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症状了解（分） 病因了解（分） 治疗了解（分） 预防了解（分） 

观察组 56 91.66±5.34 90.55±5.15 92.96±5.64 91.25±5.73 

对照组 56 80.27±3.18 78.63±3.06 82.63±3.53 81.63±3.29 

t  13.714 14.890 11.618 10.895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在治疗依从性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治疗依从性方面，观察组总依从率 96.43%高于对照组的 78.57%，

P＜0.05。 

表 2  在治疗依从性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56 26（46.43） 28（50.00） 2（3.57） 54（96.43）

对照组 56 21（37.50） 23（41.07） 12（21.43） 44（78.57）

x2  0.587 0.576 6.612 6.612 

P  0.444 0.448 0.010 0.010 

2.3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总满意率 94.64%高于对照组的 73.21%，

P＜0.05。 

表 3  在护理满意度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56 25（44.64） 28（50.00） 3（5.36） 53（94.64）

对照组 56 19（33.93） 22（39.29） 15（26.79） 41（73.21）

x2  0.936 0.903 8.009 8.009 

P  0.333 0.342 0.005 0.005 

3 讨论 

肺结核是当今社会中 为常见的传染病之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都

广泛流行，严重危害了人类公共健康[4]。肺结核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很大，

虽然临床上已有规范治疗方案，但是作为一种传染病，仍需加强对肺结

核的控制和管理。在本研究中，针对肺结核患者实施积极的预防控制措

施，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对疾病各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大大提升，同时

治疗依从性也明显提高。由此可见，预防控制对于肺结核管理十分重要[5]。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每一名患者建立个人档案，详细收集相关信息，

以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管理。积极控制传染源，做好肺结核患者针对性

管理，有利于抑制病情扩散，避免引起大范围传播。通过开展心理护理，

能让患者改善心理状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6]。通过健康促进，能让患

者重视规范用药，提高治疗效果。通过加强组织培训，提高医务人员预

防控制肺结核的能力，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7]。 

综上所述，针对肺结核的疾病，采取积极的预防控制措施，能使患

者对疾病各方面认知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有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和护理

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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