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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应用效果探讨

刘 萍
(六盘水首钢水钢总医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要】目的:探究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护理中全科护理模式的应用要点和效果。 方法:选择 2019年 6月至 2020
年 6月期间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共 40例参与本次研究,根据护理模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参照组(20例)和实验组(20
例)。 对参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对实验组患者采用全科护理模式,对两组患者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以及本次治疗效
果进行评估并比较。 结果:经过本次治疗,实验组患者 FVC、FEV1、FEV1/FVC以及 PO2均高于参照组患者,同时 PCO2低于
参照组患者;实验组总有效率为(19/20)95.0%,高于参照组总有效率(14/20)70.0%。 结论: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应用
全科护理模式,护理效果较好,有利于改善患者肺功能以及血气分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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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临床特征主要为不完全、可逆
性气流受阻,患者呼吸困难、反复咳嗽,老年患者发病率较
高,对患者日常生活会造成较大影响。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具有一定特殊性,对于护理服务的要求比较高,转科
护理模式很难满足老年患者实际需要。 对此,可对患者提供
全科护理服务,提升护理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6月至 2020年 6月期间 40名老年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参与本次研究,根据护理模式不同,将其分
为参照组(20例)和实验组(20例)。 参照组患者中,男 13例,
女 7例;年龄 55~80岁,平均(63.4±5.5)岁;病程 2~10年,平
均(5.5±2.2)年。 实验组患者中,男 14例,女 6例;年龄 55~81
岁,平均(62.3±5.4)岁;病程 2~10年,平均(5.6±2.3)年。

1.2方法
1.2.1参照组
对参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对患者进行常规检

查,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根据护理规范对患者实施常规
护理。

1.2.2实验组
对实验组患者,采用全科护理模式。 (1)健康宣教。 部分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比较低,对
于护理工作的配合度比较差。 因此,需对患者积极宣传健康
知识,采用亲和的语言沟通方式,根据患者文化程度不同采
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使得患者能够充分了解疾病相关知识。
(2)心理护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时间比较长,患者需长
期用药治疗,部分患者会产生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 对此,
应对患者加强心理引导和沟通交流, 了解患者心理需求,鼓
励患者积极对抗疾病,提高对于护理工作的依从性。 (3)生活
护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因复杂,包括外部因素、患者自
身因素等,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容易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发生,应对患者加强生活指导,纠正患者不良生活习惯,禁烟
禁酒,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为患者制定健康的饮食方案,多
食用新鲜蔬菜以及高蛋白食物,包括牛奶、肉类、鸡蛋等。 另
外,还需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运动方案,注意劳逸
结合,通过适当运动,提高患者免疫力。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以及本次治疗效果进

行详细评估并比较。 在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估时,如
果患者临床症状均消失, 并且肺功能以及血气指标恢复正
常,则为治愈;如果患者临床症状改善,则为显效;如果患者

临床症状没有改善,则为无效。
2 结果
2.1两组患者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统计如表 1所示,经过

治疗, 实验组患者 FVC、FEV1、FEV1/FVC以及 PO2 均高于
参照组患者,同时 PCO2低于参照组患者。

表 1 两组患者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

2.2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疗效统计如表 2所示,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

率为(19/20)95.0%,高于参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14/20)70.0%。
表 2 两组患者疗效[n,(%)]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临床常见疾病,患者发病后会出现

呼吸困难、咳嗽、气促等症状,如果病情严重,会危及患者生
命。 对其治疗时,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较多,需联合应用科学
的护理模式。

全科护理是临床中的常用护理模式,要求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给予全方位护理。 护理人员需了解患者疾病状况,与患
者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依从性。 对
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使患者能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形成整体
认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适度运动,提高机体免疫力。 本
次研究中, 实验组患者 FVC、FEV1、FEV1/FVC以及 PO2 均
高于参照组患者,PCO2低于参照组患者;实验组患者治疗总
有效率为(19/20)95.0%,高于参照组总有效率(14/20)70.0%。
由此可见,对于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推广应用全科
护理模式,护理效果较好,有利于改善患者肺功能以及血气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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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n） FEV1（L） FVC（L） FEV1/FVC（%） PCO2（mmHg） PO2（mmHg）
参照组（n=20） 1.6±0.3 2.1±0.2 77.9±1.2 44.1±2.3 90.1±2.3
实验组（n=20） 2.4±0.3 2.8±0.9 85.9±1.2 37.9±2.1 96.8±3.1

分组（n）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参照组（n=20） 8（40.0） 6（30.0） 6（30.0） 14（70.0）

实验组（n=20） 11（55.0） 8（40.0） 1（5.0） 1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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