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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系统性护理在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纳选本院 2021 年 8 月-2022 年 5 月就诊本院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共计 140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先进行中心分层，在按照组间基本特征具有可比性的原则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70 例。研究组进行常规护理，对
照组进行系统性护理。比较两组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PSQI）量表评分。结果：护理后，研究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及本组护理前，数
据比较有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睡眠质量整体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有意义（P＜0.05）。结论：针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系统性护理的运
用，既能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也能提升睡眠质量，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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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为呼吸科高发病症，属于慢性迁延性疾病类型。

发病时因呼吸道通畅度不佳，患者存在一定程度负性情绪及睡眠不
足问题。若长期未针对该病予以干预，则可能导致肺气肿、肺心病
发生[1]。研究显示，针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开展系统性干预一方
面可改善患者负性情绪，进而提升睡眠质量[2]。为验证这一结论，
特选取就诊本院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共计 140 例开展研究，报道如
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选本院 2021 年 8 月-2022 年 5 月就诊本院的慢性支气管炎患

者共计 140 例。两组患者中，共含有男性 79 例，女性 61 例；年龄
46-67 岁，均值（56.25±5.20）岁；病程 1-5 年，均值（3.12±1.57）
年。两组对象资料比较，数据比较无意义（P＞0.05），提示可于后
文行统计学分析。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 70 例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模式，涉及内容

详细为生命体征监测、疾病知识宣教、护理知识宣教等内容。 
1.2.2 研究组  给予 70 例研究组患者系统性护理模式，涉及内

容详细如下：（1）吸氧护理技术：针对呼吸困难者给予氧气支持，
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并避免出现器具堵塞现象；（2）护理宣教技
术：综合研判患者疾病知晓水平，向其讲解疾病知识、治疗方式及
诊疗注意事项；（3）心理支持护理技术：借助真实诊疗成功案例讲

解，用身边事激发患者主观能动性水平；（4）用药指导技术：遵医
嘱给予抗生素、病房定期消毒等措施预防支气管感染及其并发症；
服药前告知患者每种药物服用后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服药后对其机
体状态严密监测，早期察觉不良反应前驱症状；（5）饮食干预护理
技术：结合支气管患者营养摄入金字塔，基于其高蛋白、低脂肪、
高维生素类食物摄入；（6）出院指导技术：出院前 1d 嘱患者适当
散步，居家疗护期间减少于空气质量不佳的天气外出，避免与人流
量密集的区域停留过长时间等。并告知患者具体复查时间。 

1.3 观察指标 
（1）负性情绪：借助 SAS、SDS 负性情绪评估量表评估患者

焦虑抑郁水平，分值越高，代表该领域程度水平越显著；（2）睡眠
质量：借助 PSQI 量表评估患者睡眠质量，该量表共含 19 评估项，
赋分分值范围为 0-21 分。共分设四等级评价级别，睡眠质量差
（16-21 分）、睡眠质量一般（11-15 分）、睡眠质量较好（6-10 分）、
睡眠质量佳（0-5 分）。 

1.4 统计学评析 
借助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负性情绪 
护理后，研究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及本组护理

前，数据比较有意义（P＜0.05）。表 1 为详情。 
表 1 两组负性情绪比较（ sx ± /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70） 68.25±11.26 68.11±7.40 62.30±8.54 51.21±6.39 
研究组（n=70） 67.88±11.35 41.22±5.29 62.44±7.99 43.57±4.68 

t 0.194 24.733 0.100 8.070 
P 0.847 0.000 0.920 0.000 

2.2 睡眠质量 
护理后，研究组睡眠质量整体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有意义（P＜0.05）。表 2 为详情。 

表 2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n/%） 
组别 睡眠质量佳 睡眠质量较好 睡眠质量一般 睡眠质量差 

对照组（n=70） 18（25.71） 12（17.14） 26（37.14） 14（20.00） 
研究组（n=70） 41（58.57） 22（31.43） 6（8.57） 1（1.43） 

Z 5.731 
P 0.026 

3、讨论 
临床针对慢性支气管炎护理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深入，本研究将

围绕着系统性护理在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展开论述。本
研究数据显示，护理后，研究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及本组护理前，数据比较有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睡眠
质量整体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有意义（P＜0.05）。分析原因与研
究组护理中护理措施应用较为全面有关[3]。吸氧护理能够改善患者
呼吸困难症状；针对性健康宣教能对患者心中疑虑予以释疑[4]。心
理干预能够使护士及时了解患者心中负性情绪，并针对性予以疏
解；用药干预能帮助患者控制病情，减少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延误治
疗时间；饮食干预则为了提升患者营养摄入均衡度，提升机体抵抗
力；出院护理中则旨在提升患者居家疗护质量，促进病症转归[5]。 

综上，针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系统性护理的运用，既能改善

患者的负性情绪，也能提升睡眠质量，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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