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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护理在预防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呼吸机
依赖发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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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护理在预防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呼吸机依赖发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期间入住我
院呼吸内科的93例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根据护理方式分组，将患者分为预见性护理组(n=46)和常规护理组(n=47)，均持续干预8周。观察并比较两
组患者的呼吸机依赖发生率、焦虑及抑郁情绪(SAS、SDS评分)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结果 预见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呼吸机依赖发生率分别为4.35%和
2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8周后，预见性护理组SAS及SDS评分均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心力衰竭、睡眠呼
吸障碍、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机相关肺炎(VAP)等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护理可以有效
减少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呼吸机依赖的发生率，且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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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isk 
Early Warning in Preventing Ventilator Dependence in Patients 
with 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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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 2, Xinxiang Central hospital (Fourth Clinical College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453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isk early warning in preventing ventilator dependen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93 patients with 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admitted to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were enrolled between January 2020 and august 2022. according to  care 
modality grouping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predictive nursing group (n=46) and routine nursing group (n=47). all were intervened for 8 
weeks.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 dependen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aS, SDS), and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 dependence between predictive nursing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4.35% vs 23.40%, P<0.05). after 8 weeks of intervention, SaS and SDS scores in predictive nursing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heart failure, sleep 
disapnea,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isk early war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 dependence, 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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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高致死率、高经济压力的慢
性疾病，具有气流阻塞的特征，且常伴有肺部病变，会进一步发展
为呼吸衰竭，与有害气体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1-2]。其
常见症状为慢性咳嗽、咳痰、气短或呼吸困难等[3-4]。如不及时进
行治疗，远离危险因素，极易发展成呼吸衰竭，目前主要通过无创
呼吸机来进行辅助通气治疗，疗效较为良好，但是也面临呼吸机依
赖发生的问题，呼吸机依赖不仅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难以
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还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及经济负担[5]。因
此，优质的护理干预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之一，而基于风险预警
理念的预见性护理是一种能够通过预判患者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事
件，并提前进行个体化干预，及时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
护理质量的新型护理模式，令患者得到良好的预后[6]。本研究主要
探讨了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护理在预防COPD合并呼吸衰竭
患者呼吸机依赖发生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期间入住我院呼吸内

科的93例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根据护理方式分组，将患者
分为预见性护理组(n=46)和常规护理组(n=47)，均持续干预8周。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COPD合并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
[7-8]；患者治疗方案均一致，且符合撤机标准；患者意识清醒，
能自主步入病房；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相关伦理准则要
求。排除标准：排除合并有哮喘、肿瘤患者，以及缺失基本信息
的患者；排除合并重要器官(心、肝、肾等)衰竭症的患者。
1.2 方法  常规护理组接受基础的日常护理干预，包括给予患者常
规吸氧、排痰帮助、生活起居干预、用药指导等。
预见性护理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
性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建立风险预警团队，团队成员均进行
呼吸道护理、风险预警等知识的培训，可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个
体化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估，找出潜在的风险事件。(2)建立完善
的干预流程，对发现的潜在风险事件(呼吸机依赖、负面情绪、营
养不良等)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对每一个风险事件制定安全可靠的
干预措施，如为了防止患者发生低氧血症，密切注意患者呼吸并
及时帮助患者清理呼吸道分泌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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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干预措施：心理护理，为了防止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医护人员应多和患者沟通讲解COPD的相关知识，告
知患者疾病进展，并对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制定营养套
餐，加强患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其免疫力，从而降低感染病毒的
风险，保证机体得到足够的营养支持。防止呼吸道堵塞，及时对
患者进行辅助排痰、气道湿化等措施，使患者保持舒适。撤机管
理：当患者具备撤机指征时,耐心告知患者，并采取控制感染措
施，充分做好撤机前的准备,如进行脱机前呼吸肌训练(腹式呼吸
等)，在患者精力充沛时进行脱机，并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气、呼
吸训练器训练。监测患者身体指标，适当调整干预措施，如视患
者气道状况及时调整呼吸机的相关参数及给氧浓度，保证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所有患者均持续干预8周。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呼吸机依赖发生率，评判标准为：患
者撤机后6h内出现明显的呼吸窘迫等症状，需要再次连接呼吸
机进行机械通气或拔管48h后患者又重新进行了插管治疗。呼吸

机依赖发生率=(撤机不良例数+重新插管例数)/总例数。(2)比较
两组焦虑及抑郁情绪，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9]评分，SAS分值低于50分为正常，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
高。SDS分值低于53分为正常健康状态，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
高。(3)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如心力衰竭、睡眠呼吸
障碍、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机相关肺炎(VAP)等等。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其中年龄等计量资料采用(χ

-
±s)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

性别、并发症发生率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
2检验，

P<0.05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预见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年龄、性别、氧
合指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呼吸机依赖发生率比较  预见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呼
吸机依赖发生率分别为4.35%和2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3 SAS及SDS评分比较  干预前，2组患者的SAS及SDS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8周后，预见性护理组患
者的SAS及SDS评分均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预见性护理组和常规护理
组心力衰竭、呼吸机相关肺炎(VAP)等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氧合指数(mmHg)
          男 女  
预见性护理组          46       31 15　 　62.53±7.22   　    147.11±37.58
常规护理组              47       29 18　 　61.79±6.98          145.89±36.91
χ2/t         0.329                0.523          0.158
P         0.566                0.602          0.875

表2  SAS及SDS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8周后       干预前                       干预8周后
预见性护理组     46             65.97±4.36                          54.12±3.75 57.61±4.28                 39.52±5.37
常规护理组         47             66.01±4.69                          59.63±3.96 58.03±4.13 46.18±4.99
t              0.043                      6.887                     0.482                      6.197
P              0.966                      <0.001                     0.631                      <0.001

表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心力衰竭          睡眠呼吸障碍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VAP 总发生率
预见性护理组 46 2             1                                   1                           0   4(8.70)
常规护理组 47 3             2                                   1                           1   7(14.89)
t                                                                    0.856
P                                                                    0.355

3  讨   论
　　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主要通过无创呼吸机来进行辅助通
气治疗，疗效较为良好，但极易发生呼吸机依赖[10-11]，因此，需
要通过有效的护理模式去干预这类问题，减少呼吸机依赖发生
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2]。而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
护理是一种能够通过提前预判患者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事件，并
在合适的时机进行个体化干预，及时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从而
提高护理质量[13-14]。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
见性护理在预防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呼吸机依赖发生中的应
用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预见性护理组的呼吸机依赖发生率显著低
于常规护理组。这种护理模式由于对患者进行了全面评估，令医
护人员对患者病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对风险事件做出相应的
干预措施，能及时避免风险发生，改善患者预后[15]。可能是由于
对患者进行了良好的撤机管理，如尽早进行脱机前呼吸肌训练(腹
式呼吸等)，把握合适的脱机时机(患者精力充沛时进行)等等，使
患者的呼吸机依赖发生率明显降低。结果显示，干预8周后，预
见性护理组SAS及SDS评分均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因为预见性
护理对患者的情绪管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均有正性影响，有助于
患者获得良好预后[16]，可能是由于对患者进行了积极的心理暗
示，且耐心告知其疾病进展，从而缓解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综上所述，基于风险预警理念的预见性护理可以有效减少
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呼吸机依赖的发生率，且可以缓解患者
的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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