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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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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健康信念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方法：选择 2022 年 1 月-12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

健康信念模式。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项评分以及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前，两组各项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生活质

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疾病影响、活动受限、呼吸症状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健康信

念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加强对于疾病的相关认知，利于病症进一步好转，值得推广。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ealth belief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knowledge, treatment knowledge, basic knowledge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knowledge, treatment knowledge and basic knowled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disease influence, activity limitation and respiratory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s remarkable,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strengthen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 diseas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disease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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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常见肺部疾病，危害患者身心健康，

降低生活质量。该病临床表现为持续性咳嗽、随着后续病情加剧，

会渐渐出现胸闷、气促、呼吸急促等，更甚者会出现呼吸衰竭、呼

吸系统的炎症反应出现全身并发症症状， 如气胸，肺心病等[1-2]。

本研究选择 2022 年 1 月-12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健康信念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

教育中的应用。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1 月-12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50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男 10 例，女 15 例，年龄 46-80 岁，平均年

龄（63.59±4.93）岁。观察组男 12 例，女 13 例，年龄 45-80 岁，

平均年龄（63.55±4.98）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对患者展开常规宣教指导，

依据患者病情展开护理干预，同时指导情绪。 

观察组：健康信念模式。建立 10 人为一组的健康信念小组，

组内成员均接受专业培训和考核，提高相关护理水平和操作技术。

采取健康信念量表评估患者，掌握患者对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基本

状态等，同时根据评估结果，明确系统化、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流程。

定期组织患者参与相关健康知识座谈会，每周一次，直到患者出院

即可。此外，可以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宣教指导，给患

者分享成功案例，提高治疗信心，并且指导呼吸训练。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

各项评分变化情况。 

（2）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表

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 sx ± ）表示，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

项评分 

干预前，两组各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观察组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项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康复锻炼知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项评

分比较（ sx ± ，分） 

康复锻炼知识 治疗知识 基本知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25） 15.04±5.94 34.58±5.39 15.87±7.10 31.28±6.39 17.48±6.39 37.49±6.10 

对照组（n=25） 15.09±5.92 27.38±5.21 15.83±7.14 24.58±5.38 17.45±6.42 30.48±5.23 

t 0.030  4.802 0.020  4.010  0.017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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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976 0.000 0.984 0.000  0.987  0.000  

2.2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观察组疾病影响、活动受限、呼吸症状各项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分） 

疾病影响 活动受限 呼吸症状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25） 58.39±14.34 27.49±10.29 71.48±18.49 48.38±14.45 59.38±15.34 29.49±9.57 

对照组（n=25） 58.42±14.30 38.97±11.38 71.45±18.52 59.38±15.24 59.35±15.39 40.88±10.34 

t 0.007  3.741  0.006  2.619  0.007  4.042  

P 0.994  0.001  0.996  0.012  0.995  0.000  

3.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死亡率，严重干扰社会

秩序，现如今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现阶段，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且该病逐年呈现上

升趋势。该病具有反复发作、治愈难度大等特点，且引起各种并发

症，对患者机体造成危害极大。本研究显示，干预前，两组各项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康复锻炼知

识、治疗知识、基本知识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

察组疾病影响、活动受限、呼吸症状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通过本次研究可知选择健康信念模式利于提高生活质量以及

强化相关疾病知识认知度，健康信念模式在医疗领域发挥着健康教

育的展开和健康行为的预测，先对患者实施健康信念评估，在通过

多元化的宣教指导，情绪指导，促使患者正确认识到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危害性、健康信念模式的重要性，使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工作
[3-4]。 

综上所述，健康信念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教育中

的应用效果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加强对于疾病的相关认知，

利于病症进一步好转，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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