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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 

肺功能及生活质量影响 

王梦汝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分析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采用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其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对 100 例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于我院诊治的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展开研究，鉴于患者接受的护理

干预有区别，故对其进行分组（均分），均接受常规护理者纳入参照组，接受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者

纳入研究组，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护理前肺功能指标、生活质量评分对比（P＞0.05）；护理后肺功能指标

研究组指标高于参照组（P＜0.05）；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护理满意度研究组高

于参照组（P＜0.05）。结论 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采用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的效果理想，具有改善

患者的肺功能、增强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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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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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OPD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00 
patients with COPD respiratory fail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nursing interventions received by the patien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equalization), and those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hile those who received personaliz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were compared (P > 0.05).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after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ideal for patients with COPD respiratory failure, which can improve lung function, 
enhance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Keywords】Personalized nursing;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Copd respiratory failure; Lu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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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

特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

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的常见慢性疾病[1]。COPD 与有害气

体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和病死率

很高，全球 40 岁以上发病率已高达 9%～10%。该疾

病病程较长，患者往往需要接受长期治疗，且病情容易

反复发作，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威胁

患者的生命安全[2]。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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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和延续性护理干预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逐

渐广泛。本次研究重点分析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采

用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其肺功能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100 例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于我院诊治的

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展开研究，鉴于患者接受的护理

干预有区别，故对其进行分组（均分），参照组：年龄

58-80 岁（69.31±2.35），男性 31/50（62.00%）、女

性 19/50（38.00%）； 
研究组：60-80 岁（70.13±2.15）岁，男性 30/50

（60.00%）、女性 20/50（40.00%）；组间各项一般资

料无意义 P＞0.05，研究可行。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测、用药指导、

健康教育等[3]。 
研究组：在参照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护理结合延

续性护理干预，方法为： 
（1）成立护理小组：由科室主任及高资历护士带

头成立延续性护理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慢阻肺呼吸

衰竭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疾病基础知识、护理技能、

药物使用方法等，同时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和延续性

护理方案，确保小组成员均熟练掌握。 
（2）个性化护理：①基础护理：为患者提供舒适

安静的病房环境，定期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调节

室内温湿度，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加强患者口腔护理，

预防口腔感染；定期为患者翻身拍背，预防压疮和肺部

感染。②心理护理：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了解患者

的心理状态，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消除患者的紧张、

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③饮食护理：为患者

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指导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热量、

高维生素的食物，避免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同时鼓励患者多饮水，保持呼吸道湿润。④呼吸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吸、腹式呼吸等呼吸训练，以提高

呼吸肌力量和肺活量，促进气体交换，改善肺功能。 
（3）延续性护理干预：①建立健康档案：详细记

录患者的基本信息、病情、治疗方案、护理情况等，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并为患者提供健康指导

手册，方便患者出院后自我管理和护理[4]。②电话随访：

患者出院后，定期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的病情恢复

情况，解答患者的疑问，给予患者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

③上门随访：定期安排护理人员上门随访，对患者的病

情进行评估，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用药和护理，同时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慰。④健康教育：

通过微信群、QQ 群等线上平台，定期向患者推送慢阻

肺呼吸衰竭的相关知识，包括疾病病因、治疗方法、预

防措施等，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⑤家

庭支持：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交流，指导家属给予患

者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5]。 

1.3 判定标准 
① 肺功能指标：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指标，

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FEV1/FVC。 

② 生活质量评分：采用生活质量量表（ SF-36） 
调查患者生活质量，包括：生活能力、生理功能、心理

功能、社会职能、躯体功能等维度，分数越高表示生活

质量越好。 
③ 护理满意度：采用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

问卷，评估两组的护理满意度，总护理满意度=（非常

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3.0系统对调研中所有全部数据资料专

业进行分析，（x±s，%）代替期中计数数据，t、χ2

检测两组比照差别。比照结果 P＜0.05 的情况下，实验

价值得以体现现。 
2 结果 
2.1 两组肺功能指标比较，护理前两组数据未体现

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两组 FVC、FEV1、
FEV1/FVC 各指标均较护理前提高，且研究组指标高于

参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即：生活能力、生理

功能、心理功能、社会职能、躯体功能，各组数据具体

为。护理前：研究组：（60.49±2.47）、（60.73±2.96）、
（61.71±2.36）、（61.04±2.62）、（61.58±2.53）；

参照组：（60.58±2.91）、（60.06±2.05）、（61.06±
2.05）、（61.21±2.61）、（61.30±2.26）；两组数据

未体现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88.94
±2.10）、（89.14±2.17）、（89.54±2.28）、（88.89
±2.35）、（88.14±2.30）；参照组：（73.02±2.09）、

（74.72±2.11）、（74.10±2.18）、（74.53±2.30）、

（72.86±2.35）；两组数据见明显差异（P＜0.05）。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总满意率统计，研究组：

49（98.00%），参照组：40（80.00%）；两组数据见明

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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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肺功能情况（x±s） 

组别 例数 
FVC FEV1 FE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2.19±0.33 3.46±0.29 1.27±0.48 2.94±0.53 51.66±4.41 62.63±3.83 

参照组 50 2.10±0.37 2.37±0.09 1.55±0.75 2.26±0.14 51.71±4.17 55.82±3.39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慢阻肺是一种可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的常见

慢性疾病。该疾病病程较长，患者往往需要接受长期治

疗，且病情容易反复发作，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等严

重并发症，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6]。慢阻肺呼吸衰竭患

者的肺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因此，

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个性化护理是指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身体状况、

心理状态以及个人需求等因素，为患者量身定制的护

理方案。这种护理模式强调以患者为中心，关注患者的

个体差异，旨在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护

理服务[7]。延续性护理干预则是指将护理服务从医院延

伸至患者的家庭和社区，以确保患者在不同健康照顾

场所（如从医院到家庭）及同一健康照护场所（如医院

的不同科室）受到不同水平的协作性与连续性的照护。

这种护理模式的核心是确保患者在出院后仍能得到持

续的护理支持，以预防疾病的复发和加重，促进患者的

康复[8]。 
将个性化护理与延续性护理干预相结合旨在为患

者提供全面、连续、个性化的护理服务，以满足其在不

同健康照顾场所的需求[9]。本次研究结果体现，其一、

肺功能改善显著：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针

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的具体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

了个体化的护理方案。这些方案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

状况，还注重其心理和社会需求。通过系统的呼吸训练、

氧疗指导以及用药监督等措施，患者的肺功能得到了

显著改善。例如，肺活量、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等肺功能指标均有所提升，这直接反映了患者呼吸功

能的改善。其二、护理质量显著提升：个性化护理和延

续性护理干预的引入，使得护理服务更加全面、细致和

个性化。护理人员不仅关注患者的治疗效果，还注重其

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通过定期的随访、健康教育以及

心理疏导等措施，患者得到了全面的护理支持。这种全

方位的护理服务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还增强了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其更好地控制病情。其三、患

者满意度提高：个性化护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的实

施，使得患者感受到了更加贴心、专业的护理服务。护

理人员不仅关注患者的病情，还积极倾听其需求和意

见，给予了患者充分的关注和关怀。这种以患者为中心

的护理模式，使得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提

高。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技能以及护理

效果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对慢阻肺呼吸衰竭患者采用个性化护

理结合延续性护理干预的效果理想，可明显改善患者

的肺功能，增强其护理质量，从而获得患者满意，存在

广泛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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