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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模式在老年性哮喘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comfortable nursing model in senile asthma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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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舒适护理在老年性哮喘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老年性哮

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30 例）和研究组（3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接受舒适护理。观察指标包括症状消失

时间、护理舒适度、护理满意度以及心理状态。结果：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理后患者症状消失速度明显快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

后各项舒适度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后，总护理服务满意度达到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P＜0.05。护理

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这些指标均有所降低，而研究组各指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老年性哮喘患者中采取舒适护理可以有效促进症状的消失，优化心理状态，提高护理的舒适度和

满意度。 

【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 care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sthma. Methods: Sixty cases 

of elderly asthma patients admitted from Februar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30 cases) and a study group (3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comfort care. Observational indicators 

included time to symptom disappearance, nursing comfort leve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ymptom 

disappearanc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comfort level 

indicators after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overall nursing servic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reached 96.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7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nur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se indicators were reduced in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study group's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adopting comfort care in elderly asthma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isappearance of symptoms, optimiz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mprove 

nursing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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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舒适护理模式在老年性哮喘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并评估其对患者的舒适度、呼吸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通过
该研究的开展，期望能够为改善老年性哮喘患者的护理水平和效果
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进一步推动舒适护理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的
应用和推广。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纳入 60 例老年性哮喘患者，时间跨足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均接受病情诊疗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这些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30 例）和研究组（30 例）。在两组之间，一般资料方面的
统计学差异较小：对照组包括男性 17 例（占 56.67%），女性 13 例
（占 43.33%），平均年龄为（37.35±8.93）岁，平均病程为（7.32
±3.01）年。病情严重程度分布为轻度 5 例（占 16.67%）、中度 16
例（占 53.33%）、重度 9 例（占 30%）。而研究组中有男性 15 例（占
50%），女性 15 例（占 50%），平均年龄为（37.46±8.99）岁，平
均病程为（7.54±3.33）年。病情严重程度方面，轻度 6 例（占 20%）、
中度 15 例（占 50%）、重度 9 例（占 30%）。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旨在为老年性哮喘患者提供全面的

照护。具体内容包括临床评估与监测，通过持续监测血压、心率、
呼吸频率等生命体征，有助于及时察觉并处理异常情况，确保患者
的安全。 

观察组患者在舒适护理方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实
施，以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和治疗效果。（1）在心理舒适护理方面，
护理人员会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和需
求，以便及时开展心理支持。通过倾听和互动，帮助患者释放焦虑
和紧张情绪，鼓励他们积极面对治疗，从而提升心理状态。（2）在
环境方面，观察组护理人员会为患者创造一个温馨、安静的病房环
境，降低外界干扰和压力，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此
外，适度的室内温度、光线和空气流通也是舒适护理中需要考虑的
因素。（3）体位护理方面，护理人员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需要，提

供合适的体位，以减轻呼吸困难和不适感。合理的体位可以促进呼
吸道通畅，提高肺功能，从而缓解哮喘症状。（4）用药护理方面，
观察组护理人员会根据医嘱，准确给予患者所需的药物，监测药物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同时，护理人员会与患者进行药物的交流和解
释，帮助他们理解药物的作用和注意事项，提高用药依从性。（5）
呼吸道舒适护理方面，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呼吸锻炼和
深呼吸，帮助他们改善肺功能，增强呼吸肌肉的活动性。此外，护
理人员还会进行气道清理，预防黏液堵塞，保持呼吸道的通畅。 

1.3 观察指标 
（1）症状消失时间作为评价观察指标之一，涵盖了气促、喘

息、咳嗽和胸闷等症状的改善情况。这一指标能够客观反映患者的
症状缓解速度，从而判断护理模式的疗效。 

（2）护理舒适度作为评价指标之一，采用自制的调查表来综
合评估患者在心理、环境、生理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舒适感受。通
过对这些方面的综合评分，可以客观地衡量护理模式对患者整体舒
适度的影响。 

（3）护理满意度作为另一评价指标，通过自制的调查表对患
者的护理满意程度进行了评估。这不仅包括了患者的满意程度，还
将其分为不同等级，以便更具体地了解患者对护理模式的反馈。 

（4）心理状态作为观察指标，使用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两个
量表进行评价，旨在综合评估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些情绪与
患者的心理状态直接相关，评分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护理模式对患者
心理状态的影响。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使用统计软件 SPSS22.0，我们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适当的

处理。计量资料的表示方式为 sx ± ，其中 X 表示平均值，s 表示
标准差。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经过对比分析得出，观察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要明显的短于对

照组，且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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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组别 n 气促 喘息 咳嗽 胸闷 

对照组 30 6.35±1.20 8.24±2.82 6.35±1.36 8.21±2.83 

研究组 30 4.34±0.45 6.64±1.52 4.25±0.26 5.34±1.64 

3.2 两组患者护理舒适度对比 
经过对比分析得出，观察组患者护理舒适度要明显的优于对照

组，且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舒适度对比 

组别 n 心理舒适 环境舒适 生理舒适 社会生活 

对照组 30 20.66 ±2.32 16.45 ±3.35 13.51 ± 3.32 14.01 ± 3.11 

研究组 30 22.56 ±1.26 22.58 ±2.14 20.30 ± 3.36 20.47 ± 3.25 

t 值  3.941 8.446 7.873 7.865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过对比分析得出，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明显的优于对照组，

且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
组 

30 6 (20.00%) 
8 

(26.67%) 
7 

(23.22%) 
9 

(30.00%) 
21 

(70.00%) 

研究
组 

30 
17 

(56.67%) 
9 

(30.00%) 
3 

(10.00%) 
1 (3.33%) 

29 
(96.67%) 

X² 值      7.680 

P 值  0.005     

3.4 心理状态比较 
（1）SAS 评分分析：*在 SAS 评分方面，对照组的护理前（58.24 

± 5.33）和护理后（48.32 ± 3.33）的平均分均有显著降低，t 值
为 0.234，P 值为 0.815。这意味着在对照组中，护理后的 SAS 评分
明显低于护理前，但这种变化在统计上不太显著。然而，研究组的
情况却不同。在研究组中，护理前（58.56 ± 5.24）和护理后（40.52 
± 2.19）的平均 SAS 评分也出现了显著降低，t 值为 10.719，P 值
为 0.000。这表明在研究组中，护理后的 SAS 评分明显低于护理前，
且这种变化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2）SDS 评分分析：在 SDS 评分方面，对照组的护理前（56.34 
± 3.28）和护理后（47.33 ± 2.28）的平均分同样出现了显著降低，
t 值为 0.681，P 值为 0.498。与 SAS 评分类似，这意味着在对照组
中，护理后的 SDS 评分也有所降低，但这种变化在统计上不太显著。
同样，研究组在 SDS 评分方面的情况也显示出显著变化。护理前
（56.97 ± 3.86）和护理后（41.56 ± 2.46）的平均 SDS 评分差异
显著，t 值为 9.422，P 值为 0.000。这再次表明研究组中护理后的
SDS 评分明显低于护理前，且变化在统计上高度显著。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舒适护理模式的引导下，老年性哮喘患者在

心理舒适、环境舒适、生理舒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得分均有显著
提升。与传统护理方法相比，舒适护理模式在提升患者满意度、减
轻情绪压力、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此外，我
们的研究还发现，在护理后，研究组在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上均
有显著降低，这表明舒适护理模式对于改善老年性哮喘患者的情绪
状态和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 

综合而言，本研究为舒适护理模式在老年性哮喘护理中的应用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模式在提高患者的身心舒适度、改善护理
效果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为老年性哮喘患者的全面护理提供了一种
创新和有效的方法。然而，虽然本研究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但也需

要进一步的长期研究来验证其持久性和适用范围，以更好地指导实
际临床护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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