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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采取优质化护理服务的护理效果及价
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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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例，予以优质化护理服务，分析其护理效果及应用价值。方法　将 74 例老年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双盲法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优质化护理，比对两组效果。结果　肺功能、生活质量，观

察组均比对照组高（P ＜ 0.05）。结论　优质化护理服务在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护理确切，可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提高其

生活质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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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以气促、肺部湿啰音、咳嗽、发热等为

主要症状，另外喘息、咳嗽比较明显。老年患者生理特点比

较独特，不仅抵抗力差，而且合并基础疾病多，致病菌极易

侵入患者的身体，从而诱发慢性支气管炎 [1]。目前治疗本病

多以平喘、祛痰为主，能够控制疾病发展，抑制气道高反应。

优质化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服务，特点包括全面、综合、

规范，你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2]。基于此，本文就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采取优质化护理服务进行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74 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时间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6月。分组法：随机双盲法，对照组37例，男20例、女17例，

年龄 61-72（66.57±1.83）岁；病程 2-8（5.57±1.23）年。

观察组 37例，男 21例、女 16例，年龄 62-73（67.53±1.83）

岁；病程 2-9（5.53±1.17）年。两组基线资料比较（P ＞

0.05），可对比。

纳入标准：（1）患者符合慢性支气管炎诊断标准 [3]；（2）

年龄≥60岁；（3）具有理解、沟通能力；（4）临床资料完整，

无隐瞒。

排除标准：（1）合并肺部其他疾病；（2）合并脏器严

重衰竭；（3）合并恶性肿瘤；（4）认知、行为障碍，无法配合。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重点观察病情变化，遵医嘱合理规

范用药；告知患者正确咳嗽和咳痰的方法；对于痰液黏稠患

者及时予以雾化稀释。

观察组：优质化护理服务：（1）心理护理：积极与患者

保持良好的沟通，建立友好的护患关系；掌握患者的心理特点，

了解影响情绪的原因，及时进行个性化心理疏导；向患者说

明疾病的治疗方法和优势，告知其预防效果，获取配合和理解。

（2）吸氧护理：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要做好吸氧准备；吸

氧期间，观察病情变化，记录吸氧情况；对于呼吸困难仍未

减轻患者，可加大氧量，待缓解后再降低氧量。（3）健康教育：

根据患者的文化背景，为其进行一对一宣教；以图文、视频、

图片等多媒体方式向患者讲述疾病的知识，重点说明治疗的

重要性和目的；告知患者积极进行呼吸训练的作用，以此获

取配合。（4）呼吸道护理：告知患者和家属正确咳嗽、排痰

的方法；及时询问患者有无不适感，并指导其掌握叩背技巧，

排出痰液；对于痰液不易排出的患者，予以雾化治疗；对于

呼吸困难、无法平卧的患者，可为其选择舒适的体位，并采

取吸氧干预。（5）呼吸训练：告知患者可进行呼吸训练，如

缩唇呼气、头低位呼吸训练、骨骼肌放松训练等。（6）饮食

指导：结合病情，监督患者合理饮食，纠正既往不健康的饮

食习惯；多吃高维生素、高蛋白、高热量的易消化食物，戒

烟酒；鼓励患者多喝水，每天保证摄入 3000ml 饮水量。

1.3 观察指标

（1）肺功能：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

量（FVC）。（2）生活质量：使用生活质量表（SF-36）评估，

8个维度，总分 100 分，分值高，生活质量高。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6.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经（χ±s）

表示，采取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率（%）表示，采取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功能

干预前，两组无差异（P ＞ 0.05）；干预后，观察组

FEV1、FVC 水平均比对照组高（P＜ 0.05），见表 1。

表 1：两组肺功能比较（χ±s）

组别
FEV1（L） FVC（L）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37） 1.82±0.39 2.85±0.19a 2.39±0.35 3.35±0.29a

对照组（n=37） 1.81±0.15 2.41±0.25a 2.38±0.29 2.85±0.11a

t 0.146 8.523 0.134 9.806

P 0.885 <0.001 0.894 <0.001

注：与各组干预前相比，aP ＜ 0.05

2.2 生活质量 观察组生活质量比对照组高（P＜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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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由于其容易受到患儿活动，导致容易有留置针松脱。

对于足背位置，没有关节，主要通过肝素帽做力量的牵扯。

尤其是足部活动较为频繁，容易有绷带卷曲，在输液后需要

辅助做好大号袜子穿戴，防控卷曲问题。头部静脉需要做好

备皮处理，影响患儿的发型美观，同时穿刺后容易引发家属

的心理压力。一般情况下多以患儿四肢为穿刺置管的首选，

而后是选择头部。要做好必要的指导，提升家属的配合效果，

避免家属不良认知导致的负面问题。

总而言之，小儿静脉留置针固定中运用弹力绷带可以有

效的提升留置针时间，减少并发症，提升家属满意度，整体

状况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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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在中国，不孕患者深受“不孝有三，而无后为大”的理念，

使不孕症妇女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影响，直至产生抑郁和焦虑等

不良心理。本次研究通过 SAS（焦虑）和 SDS（抑郁）评分对

患者的心理情况进行调查，结果为：焦虑评分为：（60.8±3.9）

分，而抑郁评分为：（61.6±5.0）分，该结果充分的说明多

数患者存在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心理，而通过对其实施干预后，

两种评分均明显下降至：（52.5±2.6）分和（53.8±3.7）分，

护理后结果充分的说明：不孕症妇女均存在焦虑和抑郁的心

理状态，而对其实施相关的心理护理干预后，患者的不良心

理均显著缓解，对提升患者受孕的希望，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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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两组生活质量比较（χ±s，分）

组别 心理健康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观察组（n=37） 78.80±5.00 78.90±5.77 73.80±5.47 75.20±5.88

对照组（n=37） 61.80±5.10 60.00±5.27 63.50±5.54 68.79±5.72

t 14.478 14.712 8.047 4.753

P <0.001 <0.001 <0.001 <0.001

组别 情感智能 躯体疼痛 生命活力 总体健康

观察组（n=37） 86.00±5.37 80.89±5.38 78.98±6.03 83.00±6.43

对照组（n=37） 73.00±6.88 65.86±5.79 69.00±5.94 75.90±6.63

t 9.060 11.567 7.172 4.676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慢性支气管炎，早期无明显症状，随着疾病的发展会出

现咳嗽、咳痰、发热等症状，因老年患者各器官衰退，加之

免疫力降低，极易提高疾病的发病率。目前，治疗本病多以

对症治疗为主，虽有效果，但是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倘若

配合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还可改

善肺功能和预后。

既往常规护理，更重视疾病的结果，侧重点不同，护理

效果不佳。优质化护理，在护理模式中应运而生，其能站在患

者的角度为其考虑问题，充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4]。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心功能

比对照组好（P ＜ 0.05）说明了，优质化护理能够改善患者

的肺功能，促进其康复。原因为：护理人员在开展护理期间，

会重视患者的需求，开展健康教育，能够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

掌握治疗和护理的作用，并让其明确呼吸训练的意义，便于

积极配合护理工作，另外，也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积极

参与各项训练，有效改善气体交换，提高患者的肺部功能。

再者，指导进行呼吸训练，能够使气体顺利排出，改善气体

交换时也可改善肺功能，加快患者康复进程。观察组生活质

量比对照组高（P ＜ 0.05）说明了，优质化护理可以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原因为：优质化护理与常规护理不同，护理

人员能够重视患者的需求，并关注患者的个性化情况，结合

患者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服务。如呼吸困难患者，提供吸氧护理；

心理状态不稳定患者，提供心理护理服务；认知不充分的患者，

提供健康教育服务；对于排痰不畅患者，提供呼吸道护理服

务，在上述各项措施综合干预下，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满足其生理、心理需求。

综上所述，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采取优质化护理服

务，一方面可改善肺功能，另一方面可提高其生活质量，可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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