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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化护理服务在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护理中的应用

分析 
甘露 

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镇卫生院，甘肃 金昌 737200 

【摘  要】目的：本次实验主要围绕慢性支气管患者展开相关分析，在探究过程中为有关病人提供优质化护理服务，并重点探

究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为了达成实验目的，我们借助了对比探究的方式，为此，我们选取了 100 位真实病例配合实验探究

工作。这些研究对象的来源范围为我院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之间接收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在确定研究对象后，将

对这些患者进行分组，每组各纳入 50 位患者，并对其分别实施不同的护理方案。其中部分患者（对照组）应用一般性的护理

措施，部分患者（实验组）应用优质化护理方案。在为两组病人分别提供不同的护理服务后，观察对比患者的相关表现。结果：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显示两组数值无较大差异；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显示两组数

值差距明显，且实验组的数值水平更为理想，统计具有差异性（P＜0.05）；统计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态度，实验组的病人中对护

理持有满意态度的人数要多于对照组统计具有差异性（P＜0.05）。结论：在为相关病人展开治疗时，可以联合优质化护理措施

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为实现病人生活质量的优化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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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在临床治疗领域，人们对于慢性支气管炎这一

疾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根据对该疾病的了解可知，其是呼

吸系统疾病的一种，之所以会导致这一疾病的出现，主要与

患者的支气管粘膜发生感染有较大的关联。这类患者在临床

上具有较为明显的症状表现，患有该疾病后，病人会出现咳

嗽、喘息等症状，并且反复发作，如果慢性支气管炎疾病一

直与病人相伴，无法在有效的时间内帮助患者治愈该疾病，

会大大增加肺源性心脏病等并发症的出现率，不仅会造成患

者身体健康遭受到巨大的威胁，同时也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

造成阻碍作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为该类患者进行

治疗的过程中，采用优质化护理措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效

果。为此，我们通过围绕真实病例展开研究，希望能够获取

到优质化护理方案的具体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实验开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在为患有慢性支气

管炎的老年病人进行治疗过程中，采取优质化护理措施的应

用效果。为了保证实验探究结果的准确性以及真实性，我们

特选取了 100 位病人参与到实验当中。筛选的实验对象均为

我院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之间接收的老年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本次实验过程中，主要借用了对比探究的方法。将

选取的实验对象一分为二，使每个小组中各纳入 50 位患者。

然后以组别为单位，为这些患者提供具有差异性的护理方案。

其中部分患者（对照组）应用一般性的护理措施，部分患者

（实验组）应用优质化护理方案。分析整理两组患者的基本

信息，实验组的患者是由 29 位男性以及 21 位女性所组成；

患者的年龄分布区间为 47 周岁至 73 周岁，汇总该组病人的

年龄数据并计算均值可得（55.4±3.2）周岁；病人的患病年

限少则 2 年，多则 29 年，平均患病时长为（7.9±4.8）年。

对照组中包括 30 位男性患者以及 20 位女性患者；年龄分布

区间为 46 周岁至 75 周岁，汇总该组病人的年龄数据并计算

均值可得（56.1.3±3.4）周岁；病人的患病年限少则 4 年，

多则 30 年，平均患病时长为（8.1±5.9）年。为了确保实验

的严谨性，我们安排实验对象进行了临床检测，并对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确定这些患者均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疾病。纳入

标准:（1）患者的病情特征与慢性支气管炎疾病的症状表现

相符，同时还必须要是单纯型患者。（2）病人是按照自身意

愿选择的护理方式，并且其对于实验流程以及内容均知情。

根据上述基本信息的讨论可知，两组病人在该方面的差距较

小，比较差异性可以忽略不计。 

1.2 方法 

对照组的病人采用一般性的护理措施进行护理，实验组

的病人采用优质化护理措施展开护理干预，以下是优质化护

理方案的主要措施: 

1.2.1 评估制定方案 

在相关病人入院后，医护人员首先需要围绕病人的家庭

背景、生活习惯等信息展开调查，初步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

并且还要注意患者的情绪波动。基于对患者基础信息的掌握，

为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1.2.2 制定制度 

组建护理团队，并为团队配备经验丰富、专业能力过硬

的护理人员。为了能够确保护理质量，护理人员需要不断进

行自我提升，借助技能培训等方式优化操作技能操作水平。

医德教导以及个人素质提升，为了有效激励护理人员，需要

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 

1.2.3 病情护理 

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围绕患者的气管炎病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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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治疗，除此之外，还要牢牢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

将其病情发展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可作为依据为病人进行详细

治疗。如病人的哮喘症状较为严重，医护人员需要指导病人保

持半卧的姿势，并对其提供吸氧护理；如病人存在多痰的症状，

医护人员需要采取病人的痰液标本并进行检测，记录患者的痰

量并根据检测结果对病人的痰液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如病人在

排痰方面存在障碍，可以为病人提供雾化吸入治疗。 

1.2.4 药物干预 

重点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以及病情变化，观察病人的用

药情况以及用药效果。如果在监测观察过程中，发现有异常

情况，需要及时将异常问题转达给医生，并采取对应的措施

进行有效处理，避免情况恶化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 

1.2.5 心理干预 

护理人员在围绕患者展开护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是保障护理质量的重要前提。作为护

理人员，需要与病人以及病人的家属保持适当的联系，在与

他们进行交谈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能够更为清晰地探知到病

人的情绪，明确病人存在的压力，结合对病人情绪、压力等

情况的了解，为病人提供全面性的心理护理服务，对症下药，

寻找病人不良情绪的来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病人摆脱

不良情绪的干扰。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此次实验主要通过对两方面指标的探究来评估优质化护

理的作用效果。首先第一种指标为生活质量，为了便于对比，

在进行相关统计时应用的是分值评估方式。以 SF-36 的标准

作为主要依据展开评定工作。在这一标准中，主要囊括了五

大方面的指标，分别为生理功能、活力功能、社会功能、生

理职能以及精神健康。在衡量患者这几方面的表现时，设定

每一方面表现的最高值为 100 分，患者所获得的分值与该指

标水平的关系成正比。 

第二种指标为护理满意度，在对两组患者进行该方面统

计比较时，同样会用到评分制，评分上限为 100 分，如果分

值高于 80 分，则视为患者对护理表示满意；如果分值处于

70 分到 79 分这一区间，则视为患者对护理表示比较满意；

如果分值低于 70 分，则视为患者对护理表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此次实验围绕优质化护理的作用效果展开探究，在探究过

程中，我们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等情况进行了相

关探析，在探析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信息比较多，为了实验探

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利用SPSS20.0对数据展开对应的处理。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对比 

从下表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护理前两组患者在生

活质量水平方面差异性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护理后，两

组患者在此方面的差距变大，且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 

表 1  不同组别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对比 

组别  生理功能 活力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职能 精神健康 
实验组 
 

护理前 74.35±7.71 68.11±7.46 74.41±7.87 73.45±7.86 71.67±7.36 
护理后 90.43±9.38 79.36±8.12 85.27±8.34 88.30±8.58 84.80±8.84 

对照组 
 

护理前 74.29±7.52 67.98±7.24 74.35±7.67 73.29±7.34 71.58±7.67 
护理后 85.44±8.88 73.32±7.69 80.13±8.71 81.97±8.51 76.39±7.81 

2.2 不同组别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两组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表现出了较

为明显的差异，且经过计算发现，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水平

更高。 

表 2  不同组别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总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30（60.00%） 11（22.00%） 9（18.00%） 41（82.00%） 
实验组 50 39（78.00%） 10（20.00） 1（2.00%） 49（98.00%） 
P - - - - ＜0.05 

3 讨论 

在临床治疗领域，慢性支气管炎病人通常伴有咳嗽、喘

息等症状，并且通过对该疾病特点的分析来看，其病程较长。

如果病人患病的时间较长，很容易导致这一疾病出现严重恶化，

最终引发间质纤维化等并发症的出现，这种情况下，患者的病

情无法得到有效好转，甚至还会出现加重的情况。因而，该疾

病的预防、治疗以及护理等工作愈发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 

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在慢性

支气管炎疾病的治疗方面，采取优质化护理措施的应用效果。

为此我们借助对比试验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探究。将参与此

次实验的病人分为两个小组，并通过实施不同护理措施的方

式，对优质化护理方案的效果进行详细分析。在探究过程中，

我们重点针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

了相关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实验组在两方面的表现均要

优于对照组，且从对比结果来看，差异性较为明显，统计结

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P＜0.05）。 

综上所述，在为相关病人展开治疗的过程中，优先采用

优质化护理措施不仅能够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并且对

于促进护患关系也具有较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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