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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对老年慢阻肺患者的效果 

张秀丽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卫生院  湖北宜昌 

【摘要】目的 探究优质护理结合心理护理应用于老年慢阻肺患者的临床成效。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慢阻肺患者，依据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对照组（50 例，实施常规护理措

施）与观察组（50 例，实施优质护理与心理护理相结合的方案）。对比并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成效，具体指标包

括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生活质量评估分数、肺功能指标以及心理状态（焦虑、抑郁）评分。结果 经过护理干预

后，两组患者均有改善，但观察组在提升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方面表现更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改善情况也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焦

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采用优质护理结合心理护理对老年慢阻肺患者进行干预，能显著提

升其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程度，并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肺功能，成效显著。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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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xploring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combining high-quality nursing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receiving a combin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car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pecific indicators includ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scores,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anxiety, depression) scores.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improvement,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performed better in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addition, the improvement of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enhance lung function, and achieve significant results.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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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

的肺部疾病，多见于老年人，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由于疾病的长期性和反复性，患者往往伴有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这对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在老年慢阻肺患者的护理中，除了常规的医疗护理

外，还应注重心理护理，以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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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探讨优质护理联合心理护理

对老年慢阻肺患者的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慢

阻肺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将其按随机分组，分为

对照组（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61-82 岁，

平均年龄 70.85±3.45 岁）和观察组（50 例，男 26 例，

女 24 例，年龄 62-81 岁，平均年龄 70.98±3.36 岁）。

纳入标准：所有参与者均须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相关诊断标准，且患者均经临床检查确诊；同时，需保

持正常的认知与沟通能力。排除条件包括：重症心血管

疾病、重要器官功能不全、沟通障碍或神经精神疾病、

恶性肿瘤、血液系统或免疫系统疾病患者。经分析，两

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且所有参

与者均充分了解并签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患者详细讲讲慢阻肺的知识，让他们更了解这

个病。时刻留意病人的病情和身体反应[1]，一有问题就

马上处理。还得根据病人的吃饭情况，给他们定个合适

的饮食计划，少吃盐，多吃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高的

食物。病房也要弄得干干净净的，让病人住得舒服。为

患者创造舒适的康复条件。 
1.2.2 优质护理联合心理护理 
对照组采用优质护理联合心理护理方法，具体方

法如下： 
（1）优质护理 
①病情监测：要时刻盯着病人的身体情况，比如看

看他们呼吸快不快、心跳正不正常、血压高不高，还有

咳嗽和咳痰这些症状有没有好转。②环境护理：保持病

房整洁、安静、舒适，确保空气流通，避免刺激性气味

和烟尘等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③饮食方面：得按病人

的营养需要和喜欢的口味来给他们定吃饭计划，吃的

东西得营养足、好消化[2]。④呼吸道护理：指导患者进

行正确的呼吸功能锻炼（缩唇呼吸和腹式呼吸）和咳嗽

排痰技巧，保持呼吸道通畅。 
（2）心理护理 
①心理评估与沟通：护士耐心且积极地与患者进

行交流，认真倾听他们的主诉，并鼓励他们勇敢地表达

自己的情绪和内心想法。在此基础上，护士对患者的心

理状态进行全面评估，以便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②增强信心与家庭支持：护士向患者明确传达，他

们的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还会给患者讲讲以前

成功治好的例子，让他们更有信心，更愿意配合治疗。

护理人员会多关心、多鼓励患者，还会和家属一起，给

他们家里的支持，这样患者就能少些担心，心情也会好

起来。③说到调节心情，护士会教患者一些方法，比如

听听音乐、转移注意力这些，来自己调整情绪，减轻焦

虑、抑郁这些不好的心情[3]。 
（3）出院指导 
①药物指导：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患者每种药的名

称、怎么吃、吃多少，还有要注意的事儿，保证他们用

药正确。②锻炼方面，会看患者的身体情况和医生的建

议，给他们定个适合自己的康复锻炼计划，鼓励他们动

起来。③吃的方面，会按照患者的口味和营养需要，给

他们定个吃饭计划，推荐像高蛋白食物、新鲜水果蔬菜、

鸡蛋、奶制品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同时告诉他们哪些东

西不能吃，比如别吃太撑，也别吃太辣太刺激的食物。

④患者出院前，会再叮嘱他们几句，强调好习惯的重要

性，比如要穿暖和点、别着凉，还有坚持做呼吸康复锻

炼。出院后，还会每个月打一次电话问问他们情况，教

他们怎么自己评估症状、做呼吸锻炼，还有在家怎么吃

有营养。这个关心会持续 3 个月，期间病房里的护士

也会常去看看他们，出院后也会继续指导他们。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护理效果,如患者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

评分、肺功能指标以及心理状态（焦虑、抑郁）评分进

行对比与评估。患者满意度使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满分

100 分，80-100 分表示满意，60-80 分表示基本满意，

60 分以下表示不满意，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
病例数*100％。焦虑与抑郁情绪的评估：在采用焦虑自

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测评，两

者满分均为 100 分，其中 SAS 以 50 分为上限值，SDS
以 53 分为上限值。评估结果显示，得分越低，表示患

者的焦虑与抑郁情绪越少。 
1.4 统计学分析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采用 SPSS 20.0 软件。在

处理计量资料时，选用了均数±标准差（�̅�𝑥±s）的表达

方式，并通过执行 t 检验来评估两组数据间的差异情

况；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并使用

χ2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 均被视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分比对 
在生活质量评分方面，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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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1.42）分，物质生活（81.15±2.31）分，社会

功能（84.51±2.02）分，心理功能（80.16±2.32）分；

而对照组的得分依次为（78.07±2.13）分，（75.86±
2.15）分，（72.08±2.41）分，（68.21±2.52）分；t=14.115，
P=0.001、t=11.853，P=0.001，t=27.951，P=0.001，和

t=24.669，P=0.001，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

照组，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

学意义。 
2.2 护理满意度比对 
观察组中，患者对护理表示满意的有 22 例（占比

44%），基本满意的有 26 例（占比 52%），不满意的

有 2 例（占比 4%），因此护理满意度高达 96%。相比

之下，对照组中满意的患者有 18 例（36%），基本满

意的有 24 例（48%），不满意的有 8 例（16%），护

理满意度为 84%。χ2 =4.000，P=0.046，两组评分比对

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2.3 肺功能指标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分别为，FEV1（2.81±

0.42）L、FVC（3.83±0.44）L、MMEF（1.98±0.34）
l/s；对照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分别为，（2.18±0.21）
L、（3.03±0.35）L、MMEF（1.32±0.22）l/s；t=9.487，
P=0.001、t=10.062，P=0.001 和 t=11.524，P=0.001，
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2.4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结果为，焦虑（32.18±

4.01）分，抑郁（31.73±3.95）分；对照组患者心理状

态评分结果为，焦虑（44.21±4.42）分，抑郁（43.63
±4.24）分；t=14.254，P=0.001 和 t=14.521，P=0.001
（P＜0.05）。 

3 讨论 
慢阻肺是呼吸方面的一个常见病，它的发病跟环

境还有个人情况都有关系。环境方面，像生活习惯不好、

空气污染、感染、住的地方环境不好等[6]，而个人方面

主要就是遗传了。慢阻肺这个病时间长，还老反复，对

患者身体和心理都不好，还会影响到他们平时的生活

和工作。有研究说，慢阻肺患者里有很多人心里头不痛

快，有的焦虑，有的抑郁，焦虑的大概有 41%，抑郁的

更多，有 55%。这些坏心情会让患者不愿意好好治病，

从而影响治病效果[7]。所以啊，照顾老年慢阻肺患者的

时候，得用高质量的护理办法，让他们更愿意配合治疗，

这样才能保证治疗效果，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好。 
优质护理通过优化病房环境、指导用药、进行肺功

能康复训练等措施，提高了治疗效果，减轻了患者的临

床症状。心理护理则通过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实施放松

技巧训练、引导性意向与呼吸功能锻炼等方法，缓解了

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增强了其心理应对自主性及

社会参与能力[8]。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患者在生

活质量评分和护理满意度上均超越了对照组（P＜

0.05）。这结果显示，优质护理加上心理护理，对患者

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提升真的很有帮助。这是因为

优质护理是从真正了解患者需要什么开始的，然后从

身体、心情还有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到，让患者觉得什么

都被考虑到了。通过关心患者心情、教他们了解病情、

指导怎么吃药、还有帮忙做康复锻炼这些方法，能让患

者过得更好，病也恢复得更快，最后护理的效果也就更

让人满意了。观察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

对照组（P＜0.05）。与夏聪聪,徐金燕,沈其香,等[9]研究

结论类似。表明，优质护理与心理护理的联合实施，对

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消除负面情绪具有显著效果。 
综上，采用优质护理结合心理护理对老年慢阻肺

患者进行干预，能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程

度，并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肺功能，成效显

著。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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