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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全科护理的实施分析 
陆静 

（嘉定区外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201806） 

【摘要】目的：分析全科护理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的作用。方法：82 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于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

在我科室接受治疗，按照随机数据原则分为对照组及研究组，对照组采取一般性护理，研究组采取全科护理，分析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以及临

床疗效。结果：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均改善，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临床疗效为 73.8%，研究组为 95.2%，组间差异

显著（P＜0.05）。结论：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临床治疗中采取全科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缓解相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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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常见的一种肺部疾病，主要发病人群为老

年，临床表现为咳嗽、气促等，并可导致患者的心脏、骨骼系统受损，
需要积极开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治疗时程较长，患者容易
受到生理和心理干扰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而良好护理干预可提高治
疗效果[1]。因此本次重点分析全科护理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
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在我科室接受治疗的 82 例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实验室检查以及临床
症状分析等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无其他呼吸道疾病年；年龄≥
60 岁；同意本次干预措施；排除标准：精神障碍不能配合护理干预
患者；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患者；临床资料不完整患者。按照随机数据
原则将以上患者分为对照组及研究组，对照组 41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 61-85 岁，平均（74.2±2.6）岁；研究
组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1 例，年龄 61-83 岁，平均（72.7±2.1）
岁，比较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次
研究方案经我院院办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实时常规护理干预，叮嘱患者按时服药，纠正日常不良生

活习惯，并适当增加运动。研究组采取全科护理干预模式：（1）环
境护理：建立良好住院治疗环境，定时开窗通风，减少病房内的花草
盆栽，减少花粉过敏加重疾病；定时消毒净化环境。（2）饮食护理。
按照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以及饮食爱好制定相应的饮食干预措施，以清
淡为主，切勿食用辛辣刺激以及油腻食物，具有吸烟及饮酒习惯的患
者需要戒烟戒酒。多食用新鲜素菜水果等食物补充维生素及矿物质。
（3）心理干预。该疾病需要长期反复治疗，患者治疗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消极、焦虑以及绝望等心理，不良心理感染治疗依从性。治疗过
程中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心理状况，及时帮助其建立治疗信心。可
向患者说明疾病一般特点、治疗措施、注意事项、治疗后一般获得效
果等，提升其对于疾病及治疗认识度。（4）运动干预。依照患者自
身状况制定合理运动计划，运动方式以有氧运动为主，为饭后 1 小时
开展运动，每次运动时间控制在 30min 左右，运动过程中如遇到呼吸
困难等需要及时休息，避免疾病加重。 

1.3 观察项目 
干预前后测定患者 FEV1 以及 FEV1/FVC 从而评价肺功能；临床

疗效分为显效、有效及无效，显效：呼吸急促、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
相关症状消失，6 个月后未见复发；有效：以上相关症状明显好转，
3 个月未见复发；无效：治疗后未达到以上标准。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好转）/总例数*100%[2] 

1.4 数据分析 
组间数据纳入统计学分析软件 SPSS20.0 中进行对比分析，t 检验

分析计量资料，X2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相关数据比较后 P＜0.05 位差

异显著。 
2. 结果 
2.1 护理干预前后肺功能状况比较 
经相关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均显著改善，而研究组

优于对照组，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干预前后肺功能状况比较（X

-

±S） 
FEV1 FEV1/FVC 组别 

干预前           干
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研究组 

t 值 
P 值 

39.6±10.0  41.8±11.1 
40.0±11.0  49.9±10.5 
0.038          5.12 
0.095          0.021 

33.9±11.2  40.0±12.1 
33.5±10.9  44.6±12.0 

0.030       4.10 
0.102        0.035 

2.2 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 42 例患者中显效 16 例，有效 15，无效 11 例，总有效力

为 73.8%（31/42）；研究组 42 例患者中显效 20 例，有效 20，无效
2 例，总有效力为 95.2%（40/42），两组临床疗效差异不显著（X2=10.02，
P=0.000）。 

3.讨论 
对于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治疗特效药物目前尚未研发出

来，加上该疾病发病机制未清除，从而使得该疾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而在治疗期间加强护理干预可协助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全科护理是一种综合性护理措施，其要求在护理过程中运用到其
他学科的方法进行护理。本次研究组采取全科护理模式，其中心理护
理为心理学科的处理措施，在患者治疗过程中不断开展心理辅导提高
临床治疗信心；饮食护理为营养学科干预模式，要求根据患者具体情
况开展饮食干预，改善机体营养及循环状况；运动护理为康复科处理
模式，要求以运动干预的模式提高机体免疫力；经以上护理干预后研
究组患者的相关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综合护理干预可提升治
疗效果，结果与前人报道基本一致[3,4]。综上所述，老年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临床治疗中加入全科护理模式可提高治疗效果，值得推荐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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