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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常见于中老年人的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由长时间大量吸入化学烟雾、

粉尘、吸烟等或自身属于易患病体质等因素引起的

病变，本病特征为持续进行且不可逆性气流受限，临

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喘气促、咯痰等，发病率与复

发率均较高
[1-3]

。据报道，COPD在全球内均有较高致

死率，位列致成人死亡疾病第四,且排名仍在在持续

上升
[4-5]

。随着空气环境恶化、职业暴露、人口老龄

化以及香烟普及等问题，我国罹患COPD的人正逐年增

加
[6-7]

。本病可治疗、可预防，因此患者对疾病有正

确认知，有效防护以减少发病次，保障自身健康十分

必要。本文旨在探讨强化健康宣教后对稳定期COPD患

者的相关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强化健康宣教对稳定期COPD患者治疗依从性、用药知晓程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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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进行强化健康宣教对其治疗依从性及用药知晓程度的影响。方法 将

本院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收治的80例已进入稳定期COPD患者纳入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

察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予普通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强化健康宣教，随访3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

的复发情况、治疗依从性、用药知晓程度。结果 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复发率(5.00%)，低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

(27.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各项治疗依从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患者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用药知晓程度评分(75.85±5.15)比对照组

(58.65±7.25)显著好，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稳定期COPD患者进行强化健康宣教，有效提高

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用药知晓程度，降低患者复发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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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Drug Awareness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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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nd their awareness of medica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8 to March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each.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general 
car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rengthen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of follow-up, the recurrenc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medication awarenes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3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0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7.5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3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complianc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3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drug awarenes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5.85±5.1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58.65±7.2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drug awareness,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of patients, affect positive, and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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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于2018

年11月至2019年3月收治的80例已进入稳定期COPD患

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男23例，

女17例；年龄56～80岁，平均(65.85±6.02)岁；病

程3～15年，平均(10.88±3.06)年。观察组男22例，

女18例；年龄57～79岁，平均(66.14±5.95)岁；病

程3～16年，平均(11.02±3.42)年。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稳定期

COPD的诊断要点
[8]
，且临床经肺部CT、肺功能、血气

分析等手段确诊者；住院资料、病历完整者；有一定

的文化基础，能识字、写字并理解问卷内容，会使用

微信软件者；患者及家属同意本研究内容，签订相关

知情责任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肺部其他疾病患

者；患者精神疾病、难以沟通；恶性肿瘤患者；研究

中途各种原因退出者。

　　1.3 方法  对照组：予患者常规稳定期COPD护

理，包括每日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询问二便通畅情

况，发药时将服药次数、剂量、时间写在药盒醒目

位置。告知患者稳定期COPD相关注意事项，指导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进行相关健康宣教，嘱咐患者坚持服

药，保持合理、科学饮食习惯，规律作息时间，管理

情绪，适量运动，注意防寒保暖，忌烟酒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强化健康教育，具体如

下：1)媒体线上宣传。将COPD的相关小知识视频投放

到病房电视上，包括发病原因、机制、临床症状、

预后及与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等各

方面影响的相关性，着重科普如何

预防疾病复发以及指导患者调整心

态。患者出院后建立医护-患者-家

属微信群，定时分享具权威性的相

关疾病知识微信文章，解答患者及

家属的相关疑问。2)开展COPD知识

讲座。请本院或外院的肺病科主任或专家给患者及家

属具体讲解COPD和相应并发症的知识、治疗方法与预

防措施，加深患者印象。3)发放宣传手册。将有关

COPD的基础认识、治疗手段与院外自我防护、保健等

相关知识制成手册，发放给患者阅读，方便随身携

带。4)举办趣味知识竞赛。以竞赛的形式加深患者及

家属对该病的认识，使其正确对待疾病，保障患者身

体康健稳固。可由科室赠送优秀者中药熏蒸、敷贴等

保健康复治疗，以增加患者参与积极性。

　　1.4 观察指标  1)比较干预3个月后患者复发情

况；2)进行干预3个月后患者治疗依从性调查，包括

是否坚持用药、合理饮食、防寒保暖、不适随诊；3)

比较干预前与干预3个月后患者用药知晓程度，将患

者用药的名称、时间、频率、剂量大小及适应症，用

药的不良反应、禁忌症及药物相互作用，常用药品的

规格包装与贮存方法等问题制定成问卷，满分100，

于干预前、干预后发放给患者填写，得分越高则证明

掌握程度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进行χ
2
检验；计

量资料以(χ
-
±s)表示，两组间进行独立t检验，干预

前后进行配对t检验；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复发情况  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复发

例数为2例，复发率为5.00%，对照组患者复发例数为

11例，复发率为27.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治疗依从性  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各

项治疗依从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差异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用药知晓程度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用药知

晓程度比对照组显著好，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1 干预3个月后两组患者各项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列数 坚持用药 合理饮食 防寒保暖 不适随诊

观察组   40 36(90.00) 31(77.50) 34(85.00) 26(65.00)

对照组   40 27(67.50) 18(45.00) 25(62.50) 12(30.00)

χ2   - 6.050         8.900         5.230         9.825

P   - 0.014         0.003         0.022         0.002

表2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用药知晓程度评分(χ
-
±s，分)

组别    列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45.32±6.85 75.85±5.15*

对照组     40       44.69±7.17 58.65±7.25*

t     -       0.402         12.232

P     -       0.689         0.000

注：*表示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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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   论

　　近年来COPD已经对我国中老年人的健康构成严重

威胁,且其所致各种类型的并发症也成为困扰医学界

的难题
[9]
。COPD是不可逆的肺功能持续恶化的过程，

依据病情急缓程度分为急性期与稳定期，其中稳定期

是急性期住院治疗，病情转归趋于稳定后的状态，在

此期间最主要的康复手段是使患者保持肺功能良好，

患者有较好的自我预防和康复依从性，获得良好的生

活质量，以防急性发病
[10-11]

。对于COPD稳定期患者，

有效治疗与精心护理是保障患者病情稳定，促进患者

恢复的重点，但是健康宣教也是改善患者病情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12-13]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3个月的

强化健康宣教干预后的患者，其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

对照组，表明健康宣教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使

患者了解到护理自身病情的重要性，增强了其治疗疾

病的信心，配合医生治疗按时服药，在饮食与日常保

暖防寒问题上更加谨慎，对自身健康问题重视。王佩

等
[14]

证实强化健康宣教等各种手段对患者依从性影响

呈正相关；符名勇等
[15]

发现微信健康教育对患者康复

依从性有正面影响，这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

自制的问卷结果显示，在强化健康教育干预后，观察

组患者对自身的所用药品有更高关注度，其用药知晓

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本次加强健康宣教对患者

效果明显，不断强化巩固COPD相关知识、预防保健措

施，已使患者进入角色，更有意识地去投入到自身疾

病控制中。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强化健康宣教干预

后，患者3个月内复发率较未干预的患者显著低，表

明此干预方式明显提升了患者自我防护意识，患者能

自主识别致病危险因素，降低了身体健康被侵害可能

性。

　　综上所述，对稳定期COPD患者进行强化健康教育

干预效果显著，明显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用药

知晓程度，一定程度上降低本病复发率，利于患者疾

病转归与身体康复，值得临床推广。此外，由于本次

研究时间较短且样本量较少等各类因素的影响，研究

【收稿日期】 2019-10-01

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增加样本量更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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