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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护理在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0年 03月至 2021年 06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老年慢

性呼吸道疾病患者 72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36）和对照组（n=36）。两组均给予常规呼吸内科护理，观察组同时给予系统化的心理护理。

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以 SDS、SA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91.67%），显著高于对照组（69.44%），
P<0.0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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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呼吸道疾病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疾病，随着当前环境的变

化，导致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尤其是在老年人中[1]。

老年人一旦发生慢性呼吸道疾病，则会引起咳嗽、呼吸困难、憋喘、

胸闷等一系列临床症状，导致患者的呼吸系统健康受到较大的损

害，同时严重危害患者生活质量[2]。由于慢性呼吸道疾病无法根治，

患者长期受到疾病症状的侵扰，导致其易产生诸多不良情绪[3]。而

不良心理情绪属于一种消极的精神因子，是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一

个重要因素[4]。因此，对于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除了积极地

临床治疗之外，同时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积极地改善患者的

心理情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此，本文以下就对心理护理在

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03 月至 2021 年 06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老年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 7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36）和对照组

（n=36）。其中观察组：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62-77 岁，平均

年龄（66.21±2.25）岁。对照组：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62-78

岁，平均年龄（66.36±2.41）岁。两组样本资料分布均衡（P>0.05），

可比。

1.2 护理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呼吸内科护理，观察组同时给予系统化的心理

护理，方法：①认知干预：首先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介绍相

应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知识，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疾病认知度，以改善

其由于缺乏疾病认知而引起的不良情绪，首先由护士对患者进行面

对面的健康宣教，针对患者的心理、生理、文化、社会等多方因素，

评估患者在疾病知识和治疗知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误区，给予有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②情绪管理：首先在患者入院后，要对其心理

情绪状态进行准确地评估，掌握患者的主要不良情绪，及其产生的

主要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情绪疏导。以成功治疗案例来疏导患者

的不良情绪，并帮助其树立手术治疗信心。最后向患者介绍一些情

绪管理方法，指导患者掌握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情绪调

节的方法和技巧，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使患者能够找到一个适合

自己的情绪管理办法，提高其情绪管理能力。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分析数据，计量数据用“±”和 t 检验，计数数

据用“%”和 X²检验，P<0.05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心理情绪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均在同一水平（P>0.05）。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以 SDS、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的心理情绪比较（分）

组别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6） 53.15+7.42 22.31+6.49 53.26+6.53 21.52+6.26

对照组（n=36） 54.36+7.63 30.27+7.63 52.52+6.62 29.38+6.72

t 值 1.026 7.216 1.042 6.742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91.67%），显著高于对照组（69.44%），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不满意
基本满

意

非常满

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36） 3 12 21 33（91.67）

对照组（n=36） 11 15 10 25（69.44）

X2值 7.527

P 值 <0.05

3 讨论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行为认知和心理精神状态，立足

于患者的健康和精神护理需求，最大程度上帮助患者控制内心的不

良情绪，并能够帮助患者完成内心转变，促进患者进行自我探索，

从否定自己的某些情感和体验，转变为接受和体验自己此时此刻的

全部感情和思想，促进患者的自身成熟，帮助其取得新的内部和谐，

最终达到消除不利情绪的目的[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缓解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

者的不良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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