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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心理护理在老年慢阻肺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符又文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对老年慢阻肺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效果的研究。方法：选择我院在2021年5月至12月收治的100例老年慢阻肺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心理
护理，对比疗效。结果：心理护理后，患者负面情绪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血气指标也有了明显好转。结论：针对老年慢阻肺患者而言，心理护理有助
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负面情绪，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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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为现代常见的一种肺部疾病，由于环境和不良生活习惯

的原因，慢阻肺疾病在临床上有着较高的发病率，主要是老年患病
群体，慢阻肺疾病对患者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在临床医学
上对患者进行干预治疗收效显著，但是预后往往较差，分析其主要
原因，是由于患病群体多为老年人，没有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
导致患者长期治疗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恐惧、抑郁等情绪，对患者
的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对老年慢阻肺患者进行心理护
理效果的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人员选自 2021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老

年慢阻肺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各 50 例。研究组年龄
65-80 岁，中位 70 岁；参照组年龄 62-88 岁，中位 69 岁，已将精
神疾病、资料不全患者资料予以排除，提前告知家属和患者此次研
究内容。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参照组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行心理护理，具体为：①由于疾病

的影响和对治疗过程抱有恐惧心理，患者容易信心不足，产生低落
和烦躁情绪，严重抑郁。因此，护理人员要关注心理压力，及时疏
通负面压力情绪，让患者用积极和信心去迎接治疗。心理护理可以
用音乐疗法、冥想和转移注意力方法以及自我喊出鼓励的方法，疏
导情绪，稳定情绪。自我喊出鼓励法就是患者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的眼睛说出鼓励自己的话，增强信心。冥想有利于镇定情绪和平稳
情绪，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和感受放松的事情上，

音乐疗法也就是患者可以听音乐放松身体，释放紧张，也可以自我
唱歌，释放情绪。②叮嘱患注意心理健康保健，情绪保持稳定，不
要波动太大，比如大悲大喜，过于悲伤和喜悦都会造成情绪波动大，
会对心脏造成严重的刺激，从而加重疾病。因此，抒发情绪保持适
度为好，过或者不及都是不好的，情绪未及时发泄出来也会导致疾
病，发泄过度也会伤及身心。而且，患者也要注意及时排泄不良情
绪，不要将负面情绪堆积心里，影响治疗。患者可以进行自我心理
暗示，保持情绪的乐观，如果出现剧烈情绪的时候，要及时转移自
己的注意力，切忌长期处于抑郁和悲观的情绪中，负面情绪会影响
内分泌、血液功能的循环，懂得释放负面情绪，现代科学研究指出，
释放负面情绪有两种有效方式，一是通过诉说宣泄内心的不满和不
适感，负面情绪转化为语言能量也就发泄了，二是通过行动发泄情
绪，也就是运动身体，让身体活动起来，负面能量也就通过运动释
放了。③用简单的语言来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同时可以利用
视频来对患者进行宣教。对患者详细的讲述慢阻肺的产生原因和治
疗的目的，提高依从性和积极配合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血气指标、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予以统计后分析，计量用（ sx  ）表

示，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x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血气指标 
研究组血气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血气指标 
组别 例数 酸碱度 二氧化碳分压（mmhg） 剩余碱（mmol/L） 心率（次/min） 血氧分压（mmhg） 

参照组 50 7.58±0.52 75.61±20.83 81.25±16.12 97.61±15.52 65.21±34.35 
研究组 50 7.15±0.54 64.34±16.58 93.24±8.85 88.22±11.17 79.24±28.14 

T 值 - 5.014 9.257 11.456 3.241 4.363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睡眠质量对比 
护理前，无对比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睡眠质量评分

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睡眠质量（ sx  ） 

护理前 护理后 
分组 例数 

睡眠质量评分 睡眠质量评分 

研究组 50 17.52±1.65 15.65±1.69 
参照组 50 18.69±1.05 18.98±6.81 

T 值 - 0.054 8.652 
P 值 - 1.205 0.001 
2.3 对比负面情绪 
研究组情绪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对比负面情绪（ sx  ；分） 
SAS 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53.89±3.24 38.05±4.12 56.05±3.85 40.15±3.22 
参照组 50 54.28±3.25 45.04±3.18 57.51±3.47 46.17±3.45 

T - 1.248 20.247 2.099 23.014 
P - 2.014 0.001 3.254 0.001 

3 讨论 
慢阻肺在我国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其中主要为老年患病群体。症状

严重的患者，也可引发出咳血等等不良表现。有关报道指出，其实该疾
病的发生主要原因和患者长期不良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惯有关，比如
患者长期吸烟或者吸入二手烟，这样一来对肺部造成的损害极大【1-2】。
慢阻肺患者往往都需要长期的治疗，但是，很多人对此容易产生负面情
绪，进而对治疗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3】。心理护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护理
模式，将老年患者作为主要护理对象，根据患者个人真实需求，用恰当
合适的护理方式满足患者护理需求【4】，而且，护理人员通过行为关心患
者，消除负面情绪，让患者的心态更加的稳定，护理后，情绪有了明显
的改善，而且血气的各项指标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综上，老年慢阻肺用心理护理可以有效的提高睡眠质量，缓解
情绪，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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