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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炎性细胞（包括嗜酸性粒细胞、T 淋

巴细胞和肥大细胞等）参与的气道慢性持续性非特异性炎症
反应，其发病率高，是常见的呼吸系统慢性疾病。支气管哮
喘具有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常以夜间发作等特点 [1]。患者
主要表现为憋气、缺氧、烦躁不安、痰不易咳出，甚至有濒临
感，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治疗和控制，会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支气管哮喘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上不完全清楚。遗传因素、环
境因素、机体免疫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等可能与其发病因素
有关 [1]。过敏反应、气候变化、情绪变化、过度疲劳是支气管 
的主要诱因。长期反复发作的哮喘及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会
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导致患者出现性格和行为上的异常表
现，如性格孤僻、胆怯、乏力、意志消沉等 [2]。因此，加强支气
管哮喘的心理鼓励对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改善预后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4]。我院通过对 12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
进行研究，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择 2016 年 5 月 至 2017 年 5 月 我 院 收 治 的 120 例 支
气管哮喘患者，男 76 例，女 44 例，年龄 32~64 岁。平均年龄
47.5 岁。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60 例，对照组接受常
规心理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强化心理护理。所有患
者表现为咳嗽、喘息，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和胸闷等症状，运
动后会有所加重，版明显的哮鸣音。所有患者符合支气管哮
喘的诊断标准和分期标准，均为轻度、中度发作期 [1]。两组患

者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并发症、治疗方法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及护理方法 

对照组和干预组都给予吸入糖皮质激素和 β 受体激动剂
等对症支持治疗，并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强化心理护理。（1）心理社会因素评估：患者入院后，由指定
护士评估影响患者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护士应全面收集资
料，评估病人情况，包括不适症状、生活自理程度、对疾病的
了解程度、情绪反应、家庭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系统等，根据
评估情况，并结合患者的个人实际制定适合各个患者的心理
护理计划 [5]。（2）支持疗法：支气管哮喘患者常有焦虑、抑郁
及孤独感，尤其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护理人员应多巡
视，多与病人沟通，根据病人存在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做
好康复指导，必要时与医生联系，并嘱咐其家人定时来医院
探望，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3）认知疗法：了解患者对于支
气管哮喘的认识，从而发现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错误认知，
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正，患者提出的问题要给予详细的回
答，让病人了解自身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发病诱因，保持情
绪平稳对病情的影响，让病人懂得正确的生活行为，用药、饮
食及锻炼的注意事项，不明白时给予耐心解释 [6]。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

评估和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根据实验室检查结果和
患者的临床恢复情况将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显
效为症状消失，肺部听诊哮鸣音完全消失；有效为症状改善，
肺部听诊哮鸣音改善；无效为症状未缓解，肺部听诊哮鸣音
未改善。治疗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1.4   治疗依从性及住院时间

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和在院治疗的依
从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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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心理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两组患者均给与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护理，干预组
在此基础上给予强化心理护理。观察两组患者情绪状态、住院时间、治疗效果、治疗依从性。结果  干预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强化心理护理可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缩短平均住院日，降低复发率，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促进
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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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treatment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Ma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given symptomatic 
support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psychological care,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is basis.The emotional state, length of stay,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therapeutic complianc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Conclusion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shorten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days,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cover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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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分析
采 用 SPSS 21.0 统 计 软 件 分 析 处 理 数 据，计 量 资 料 

用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采
用 c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60 46 4 10 83.30%

干预组 60 53 4 3 95%

P — — — — P<0.05

注 ：干预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

对照组 60 33/60

干预组 60 48/60

c2 — 8.54

P — <0.05

注 ：干预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比较，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住院天数

干预组 60 11.4±2.8

对照组 60 17.8±4.6

P — P<0.05

注 ：干预组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的反复发作和迁延不愈，对患者的生理和心

理均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患者承受很大精神压力，情绪抑
郁且不稳定，而现有的医疗技术只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高其生活质量，并不能从根本上根治支气管哮喘。从整体
医学角度出发，哮喘的发病、发展、预后的全过程，各种心理
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哮喘发作，而哮喘的反复发作和迁延不愈
又可引发各种心理问题，从而造成恶心循环 [7]。

随着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逐
渐成为了整体护理的重要内容，其质量决定着整体护理的质

量以及患者疾病的恢复 [8,9]。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护理能
够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照组中 46 例显效，4 例有效，
临床疗效率 83.3%；干预组 53 例显效，4 例有效，临床疗效率
95%，干预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说明强化心理护理能够显著提高支气管哮喘患
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而且，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住院
时间（11.4±2.8）较对照组（17.8±4.6）也有了显著的缩短，
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同时，再给予患者强化心理
护理后，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和发病特点有了清晰的了解，坚
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对照组治疗依从性（P<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加快疾病的康复与好转，缩短了住院时间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强化心理护理的实施，也能
够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增强其工作责任心，不仅提
高了护理质量，还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减少了护患纠纷，形成
一种和谐的护患关系 [3, 10]。

综上所述，强化心理护理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增强患
者治疗依从性，缩短住院时间，因此，加强支气管哮喘的心理
护理对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改善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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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给予骨折患者优质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能
够缓解或消除术后患者的疼痛感，进而提升护理的质量，具
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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