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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来说，其是肺脏疾病中的一种，
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憋气、咳痰和胸闷气短等，
在给予患者治疗后，如果患者症状得不到缓解，则容易导致心
源性心脏病的出现，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的情况，增加患者
的痛苦[1]。在此过程中，要想保证预后效果，还需要将针对性护
理方法进行应用。 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以我院患者为例，展
开分析如下。

1一般资料和方法
1.1资料分析
本次研究工作的开展地点为我院， 开展时间为 2020年 3

月至 2021年 3月，将选取的 6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对患者展开护理干预， 采用不同护理方
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3例。 实验组中，男性患
者人数为 17例， 女性患者人数为 16例， 患者的年龄 55~77
岁，均龄为（65.44±3.22)岁。对照组中，男性人数为 18例，女性
人数为 15例，患者的年龄 56~76岁，均龄为（66.64±3.44)岁。
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其较为相似，P >0.05，可比
较。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方法， 主要对患者病情

进行观察， 对患者的饮食进行干预，保证患者营养健康，促进
患者康复。

实验组患者应用针对性护理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
先需要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来说，患
者的病程通常较长，导致患者容易产生不良心理问题，影响恢
复。 因此，需要护理人员给予患者心理疏导，耐心倾听患者主
诉，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保证患者以最佳状态接受治疗。
其次，给予患者排痰护理，主要对患者进行有效指导，帮助患
者翻身，促进患者掌握正确的咳嗽方法，并协助患者拍背;帮
助患者选取仰卧位，辅助患者大口呼吸，呼吸次数在 3~4次，
指导患者在不间断咳嗽下将痰液集中在咽部，然后用力咳出，
必要时，给予患者雾化吸入。最后，呼吸功能锻炼，需要护理人
员掌握呼吸功能的要领，指导患者展开呼吸训练，缩唇呼吸锻
炼，腹式呼吸锻炼，注意根据患者的耐受性进行训练时间的调
整，促进患者恢复。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其中，对计量资料的

计算，结果表示以（x±s)为主，验证以 t值为主，而计数资料的
统计，比较结果采用（n，%)进行计数，进行 χ2 验证，在结果显
示数据＜0.05时，表示此次研究计算存在意义。

2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无显著差异，P >0.05，在给予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均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实验

组患者的功能评分更高， 显著优于对照组，两项数据差异均相
对较大，存在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肺功能指标比较（x±s)

3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临床中的常见病， 患者的临床症状

主要表现为咳嗽、憋气、咳痰和胸闷气短等，导致患者发病的
主要因素为气道炎症，导致患者气道壁受到损伤。 如果炎症反
应较轻，会通过小气管对患者的呼吸系统造成影响，对患者的
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在给予患者治疗后，如果患者症状得
不到缓解，则容易导致心源性心脏病的出现，导致患者出现呼
吸衰竭的情况。 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来说，患者的病情发展速
度较慢，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甚至导致患者丧失劳动
能力，出现呼吸衰竭[2]。 对患者进行治疗，还需要配合有效的护
理方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本研究主要将针对性护理方法进
行了应用。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肺功能改善更为显著，与
对照组患者数据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表明针对性护理
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在实施针对性护理方法时，需要护
理人员从患者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
心理护理，排痰护理和呼吸训练指导[3]。 心理护理可改善患者
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排痰护理可促进患者有
效咳痰，减少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促进患者恢复，呼吸功能锻
炼可提高患者的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促进患者恢复
意义显著[4]。

综上所述， 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展开治疗工作的
过程中，通常需要配合护理方法，针对性护理方法的临床应用
价值较高，可改善患者肺功能，促进患者恢复，值得临床进行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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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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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将针对性护理方法进行应用的临床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将我院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开展时间为 2020年 3月至 2021年 3月，本研究选取人数 66例，对其展开随机分组，一组给予常
规护理干预，命名对照组，另一组则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命名实验组，对此次研究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护理前，两组
患者的肺功能无显著差异，P >0.05;在给予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均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实验组患者的功能评分更高，
显著优于对照组，两项数据差异均相对较大，存在意义。结论：在将针对性护理方法应用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时，其临床价
值较高，可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促进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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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FEV1(L) FWV1/FVC(%)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33） 1.23±1.00 2.31±1.24 59.44±10.24 80.45±10.24

对照组（n=33） 1.45±0.95 1.56±0.86 60.56±9.77 72.12±11.65

t 0.334 6.445 0.334 8.797

P ＞0.05 ＜0.05 ＞0.05 ＜0.05

护理研究

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