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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在临床上被简称为慢阻

肺，是一类破坏性肺疾病，在呼吸系统中的疾病发生

率高，严重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水平，加大了经济

压力，主要的临床症状有慢性咳嗽、咳痰、气短或者

呼吸困难、喘息或者胸闷，但慢阻肺是一类可以预防

和治疗的慢性炎症性呼吸道疾病，在当前的临床治疗

上无法将慢阻肺治疗痊愈，慢阻肺患者病情一般为稳

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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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稳定期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2014年9月-2015年

6月呼吸科收治病情稳定主治医生获准出院的80例COPD患者，分配为对照组(40例)和实验组(40例)，对照组：实行

常规护理，出院时行常规的COPD疾病护理指导和出院后电话指导；实验组：在实行常规的护理基础上还接受4个月

的护理干预，干预方案由我院呼吸科成立的专业小组实行；采取《慢阻肺自我管理表》对对照组和实验组干预前后

均实行测评，并统计分析结果。结果 实验组干预前自我管理能力得分明显比干预后分值低，干预前和干预后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干预后分值比对照组分值明显高，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护理干预能够对COPD稳定期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够有效的提高，有效的提高医护人员的干预水平，值得临床

上采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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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Stable Phase
ZHANG Zhen-zhe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Luo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Luohe 462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in stable stage. Methods  From Sep. 2014 to Jun. 2015,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allowed to discharge in our respiratory department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40 cases) and experimental 
group(40 case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guidance at discharge time and 
telephone instruction after discharge, beside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dd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4 months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by a professional team established in our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slow lung obstruction self-management table", and their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not only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but also the intervention level of medical staff. Thu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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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发病急且住院时间短
[1-2]

。在国际上的研究文

献表示，慢阻肺如做到对自我进行专业的护理，能够

提高慢阻肺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慢阻肺患者的经济

压力，因而有必要提高患者的自身护理能力，但患者

的自我护理能力的提高医护人员具有一定的责任和义

务，也是医护人员所关心的重点
[3]
。对此我院2014年

9月～2015年6月呼吸科收治的80例COPD患者，均于病

情稳定主治医生获准出院，成立干预小组并实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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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方案，记录详细过程，分析过程和结果，最后得

出结论，为提高COPD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为临床提

供可有力的参考，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2014年9月～2015年6月

呼吸科收治的80例COPD患者，均于病情稳定主治医生

获准出院，诊断标准均符合国际卫生部呼吸病学颁布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出院标准参照

2013年中华学会呼吸学颁布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出

院标准》，可行正常沟通，无精神类疾病，患者和患

者家属均同意本次研究并签署参与同意书，无其他阻

碍影响此次研究的高危疾病，年龄均大于40岁
[4]
。

　　1.1.1 分组方法：将80例COPD患者随机均匀分配

为两组：对照组(40)和实验组(40)。对照组:男性患

者25例，女性患者15例，年龄范围为40～75岁，平

均年龄为(60.61±12.51)岁，其中初中以上学历23

例，高中以上学历17例；实验组：男性患者26例，

女性患者14例，年龄范围为42～74岁，平均年龄为

(60.12±11.24)岁，其中初中以上学历24例，高中以

上学历16例；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间在性别、年龄

范围、平均年龄、学历等各方面比较，均无差异(P

＜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可行比较。

　　1.1.2 干预方法：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出院

时行常规的COPD疾病护理指导和出院后电话指导；实

验组：在实行常规的护理基础上还接受4个月的护理

干预，干预方案由我院呼吸科成立的专业小组实行；

干预方案内容：COPD疾病知识的宣教，以及COPD常见

的并发症情况，自我诊断技巧和治疗方法，造成COPD

的常见因素，戒烟指导，药物使用，吸氧指导，呼吸

方式指导，咳嗽技巧指导，心理压力调节方式，日常

营养指导，急性发作处理方式；干预方式：医护人员

对患者和患者进行面对面指导，也可通过24小时电

话、微信群、QQ群和短信指导。

　　1.1.3 临床疗效评定：采取2009相关文献编制的

《慢性肺阻塞性肺疾病自我管理表》，一共51个题

目，疾病管理情况8个题目，平常生活管理情况14个

题目，不良情绪管理情况12个题目，信息管理能力8

个题目，自我管理能力9个题目，每个题目一共分五

个选项，按患者轻重分为5个选项等级，分别为不存

在、较少、存在、经常存在和常常存在，分值依次为

1、2、3、4和5分，总分255分，分值总分越大说明

COPD患者的自我管理越强，反之则反
[5]
。

　　1.2 统计方法  在统计学软件SPSS17.00下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χ
-
±s)表示，采用t检验；

采用χ
2
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照组和实验组干预前后的自我管理能力比

较  对照组在自我管理能力护理前后比较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前和实验组干预

前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干

预前自我管理能力得分明显比干预后分值低，干预前

和干预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干预后分值比对照组分值明显高，两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   论 

  

　　COPD稳定期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在呼吸科被重

视，也是当前护理人员所关心的重点，COPD是在呼

吸系统疾病中常见的一类疾病，许多COPD于稳定期

出院，但于家中发病较急，需要患者或者患者家属进

行应急措施，这对患者和患者家属对COPD的专业知识

掌握程度极高，所以通过干预护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的自我管理的提高具有必要性，有利于提高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随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提高患者和患者家属面对COPD疾病急性发作的应变能

力，促进医护人员和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信任关系，

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6]
。

　　本次研究的方案具有对比性，把在我院的于稳定

期出院的80例COPD患者，划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40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行常规护理基础上加

我院研究的护理干预方案，并于我院呼吸科成立的专

业护理干预小组实施干预方案，热心解答每位患者的

疑问，统计结果表明：
表1  两组间干预前后的自我管理能力对比（n，χ-±s）

分组   例数        疾病管理    平常生活管理        不良情绪管理        信息管理  自我管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21.56±3.52 22.15±3.61a  43.25±6.81  44.21±6.91a  35.64±4.21  36.21±4.31a  21.56±4.31  22.35±4.41a  25.61±4.01  26.31±5.01a

实验组  40  21.21±3.41 29.51±3.02a  43.31±6.75  53.21±3.62a  35.91±4.25  43.15±6.25a  22.01±4.25  28.95±3.12a  25.68±4.25  33.26±3.25a

t        -     0.094       4.640         0.097   3.090      0.140         4.333         0.096    4.058        0.417        4.439

P       -     0.926      <0.001        0.923   0.003      0.889       <0.001    0.923   <0.001        0.678       <0.001

注：a与干预前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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