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科护理药 店 周 刊

·  116  ·

优质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负面心理 
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

徐善花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目的：分析优质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负面心理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老年慢性支气管患者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

理干预，研究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面心理情绪评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包括

生理机能、躯体疼痛、情感健康、一般健康状况；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疗效。结果：通过数据分析，护理前两组患者负面心理情

绪差异不明显（P ＞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负面心理均有明显下降 , 其中研究组患者的评分下降更明显 , 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P ＜ 0.05)；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各项生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比较两组治疗疗效评分，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4%, 研究组有效率为 96%，研究组治疗疗效显著优

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给予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优质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负面

心理以及生活质量，患者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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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是由气管、支气管黏膜和附近组织的慢性非特

异性炎症，就目前研究数据显示，该病发生率逐渐呈上升趋势，

影响 3.4%~22.0% 的成人，尤其是 45 岁以上、吸烟者、生活或工

作在空气污染严重地区的人群 , 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都有

更高的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风险，也是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 [1-2]。

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不断下降，呼吸功能抵御能力较弱，恢复时

间也随之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老年患者生活质量，同时患者心理

也会产生负担。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

支气管炎患者负面心理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老年慢性

支气管患者 50 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25 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 15 例，女性 10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

(69.1±4.29) 岁；研究组男性 12 例，女性 13 例，年龄 62~82
岁，平均年龄 (68.89±4.22)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

(P ＞ 0.05), 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情且

同意。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纳入标准：（1）确诊为慢性支气管炎者；（2）对本研究使

用药品无过敏症状者。

排除标准：（1）自愿退出本研究者；（2) 合并其他脏器功

能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 根据患者的情况治疗相应

的用药方案。

1.2.2 研究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制订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治

疗方案，实时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并能依据变化及时做出方案调

整，向患者实施高质量的护理方式。实施路径如下：

1.2.2.1 优化护理组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做到明确分工，

紧紧围绕病人制订日常护理计划并严格落实 [3]。

1.2.2.2 宣传教育 采取不同的方式包括讲座、书本、口述

等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灌输正确的病理知识，通过对病情以及预

后措施的基本了解，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1.2.2.3 心理护理干预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无论身体

素质还是心理素质都会下降，慢性支气管炎在给患者身体痛苦的

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因对病情的不了解，会出现恐惧

不安的不良情绪，严重会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问题，这时护理人

员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阐述其治疗方案，帮助其消除对疾

病的恐惧心理；医护人员在与患者以及家属沟通时保持耐心真诚

的态度，面带微笑以缓和的语气进行交流，帮助患者树立良好的

心态，保持足够的信心配合治疗。

1.2.2.4 饮食护理 为患者制订营养均衡的饮食搭配方案，

确保患者治疗期间饮食清淡合理 [4-5]。日常补充维生素，叮嘱患

者不要吸烟喝酒；遇到食欲不佳的患者，应食用流食以及容易消

化的食物，确保患者在日常摄取的营养达到标准。

1.2.2.5 环境护理 为患者提供安静清洁的病房，采用加湿

器增加病房的湿度。由于老年患者体质的特殊性，做到勤消毒避

免患者出现其他感染。增添绿植、电视等让患者保持心情舒畅 [10-11]。

护理的同时观察并记录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以及病情状况。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负面心理情绪评分；观察并比

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生理机能、躯体疼痛、情感

健康、一般健康状况；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疗效。

1.4 疗效判断标准

疗效判定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个标准。患者病情恢复，

临床症状消失，支气管无发炎现象为显效；患者病情好转，临床

症状有改善，支气管炎症较轻微为有效；患者病情没有好转甚至

加重，临床症状几乎没有变化，支气管依然发炎或增加为无效。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 SPSS 20.0 软件进行计算，计量资料（年龄、

病程、疼痛评分）以（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性别占比、

有效率）以%表示，x2 检验；P＜ 0.05表示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负面心理情绪评分

对比两组患者负面心理情绪评分，护理前两组患者负面心理

情绪差异不明显（P ＞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负面心理均有明

显下降 , 其中研究组患者的评分下降更明显 , 两组患者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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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组别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25） 62.41±8.27 31.55±3.24 60.28±8.80 19.57±3.01
对照组（n=25） 62.45±8.30 44.39±6.51 60.22±8.74 40.01±5.11

t － 11.99 － 12.10
P － 0 － 0

2.2 生活质量评分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各项生活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组别 生理机能 躯体疼痛 情感健康 一般健康情况

研究组（n=25） 86.51±6.99 81.24±4.17 85.96±4.05 86.93±12.05
对照组（n=25） 44.27±6.61 48.07±3.24 37.53±3.67 46.87±6.55

t 14.28 12.36 15.84 13.51
P 0 0 0 0

2.3 治疗疗效

比较两组治疗疗效评分，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4%, 研究组

有效率为 96%，研究组治疗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体见表 3。
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有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有效率 显效 有效 无效

研究组 25 96% 12 12 1
对照组 25 64% 8 8 9

3  结论

慢性支气管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疾病，老年群体是

易感人群，该疾病不仅起病缓慢且病程时间长，具有反复性、发

病率高的特点 [6-7]。患者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随着病情的加

重会引发各种呼吸道并发症甚至直接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不仅身体感到异常痛苦，同时心理也承

受着巨大的负担，严重影响着其生活质量。随着老龄化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注重老年疾病的护理干预，这就需要在治疗过程中提

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医护人员要不断提高护理能力，从而提高

患者的依从性。

所谓优质护理即优质护理服务，是指以病人为中心，贯穿整

个治疗过程包括入院到出院每个环节，要求医护人员在提供常规

护理的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动态，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和质量。

在治疗方案和医患相处模式中要做到处处为病人着想 , 围绕病人

的需求，制定相应的个性化措施，保证患者身体的舒适以及积极

的心理状态，护理小组之间做到分工明确，为病人提供“优质、

高效、低耗、满意、放心”的医疗服务 [8-9]。优质的护理包括入院

护理、晨间护理、晚间护理、饮食护理、排泄护理、卧位护理、

舒适护理等，针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主要采用心理护理、环境护

理等方式。通过成立护理小组实施责任制，可以做到护理人员之

间的相互监督，促进整个护理小组的护理质量 [12-13]。宣传教育护

理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从而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心理

护理干预是解决患者负面情绪的有效手段，当患者出现消极心态

时予以耐心，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可以有效排解焦躁情绪，患

者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大大降低。积极的心态在治疗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通过树立正确的治疗意识，促进治疗的有序进行，

患者的病情康复速度也随之加快；良好的病房环境是帮助患者保

持愉悦的辅助手段，增加患者舒适度。当然，不仅仅是在治疗过

程中，在患者病情恢复出院以后应当定期随访，叮嘱患者按时服

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4-15]。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出现负面

心理在临床上时有发生，从而影响着患者身体各项指标，病情康

复也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在治疗过程中采取更合理的护

理方式增加患者的依从性、满意度，通过研究发现给予患者优质

护理服务，患者的不适感降低，身体出现并发症等不良情况降低，

受到患者的普遍认可。本研究显示，护理前两组患者负面心理情

绪差异不明显（P ＞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负面心理均有明显

下降 , 其中研究组患者的评分下降更明显 , 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 ＜ 0.05)；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各项生活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比较两组治疗疗效评分，

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64%, 研究组有效率为 96%，研究组治疗疗

效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给予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优质护理干预，治疗

效果显著，患者的负面情绪得到排解，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得到

患者的认可，值得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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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职业与专业相结合

首先，药品经营企业的质量负责人以及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

相应的资格证书，同时企业还应当引用先进的科学软件，构建数

据库，以其当作药品经营企业人员的基础素质要求标准。站在专

业化的立场上来说，药品经营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

应当从事生物或者医药等一些相关的专业，对工作人员的学历进

行重视。其次，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构建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档

案，使用更为多元化的管控措施激励员工，让其能够应用业余的

时间，坚持自学，自主地参与函授或者自学考试等，让其达到专

业学历的水平。药品经营企业在内部还需要推行多元化的技能培

训及考核方式，让员工的业务管理水准变得更高。最后，站在职

业化的立场上来分析，药品经营企业需要组织员工参与学习药品

经营质量规范等一系列的法律活动，同时构建员工健康档案，引

进培养计算机程序管理人员，大力开展药品扫码以及药品购进等

软件使用的培训工作，以其当作 GSP 实施的新要求和规范，对该

项工作进行高度化的重视。药品经营企业当中的工作人员自我发

展能力及素质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态势，所以药品经营

企业在实施 GSP 管理时，应当选择懂得应用 GSP 软件的人才，

这部分人才应当熟练地掌握和药品相关的知识点，构建强有力的

质量管理体系，使其能够适应完善的药品发展。现代药品经营企

业应当配置接受过专业训练，同时医药专业知识较为丰富的各级

管理人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应当由从业药师负责全面

质量监管工作，并且还应当将药学人员的工作资质以及专业能力

更好地发挥出来，以其发挥出的作用指标当作企业行为的管控标

准，调动工作人员参与各项企业工作的积极性与激情。

3.3 硬件与软件相结合

GSP 在药品经营企业的设施环境以及场地等方面所设定的要

求会比较严格，要确保检验调控设备、空气质量以及仓储面积等

参数达标，药品经营企业在实施 GSP 时，其在网络环境以及计算

机管理系统方面所提出的硬件设施标准会比较严格。企业要想得

到相应的认证资格，就需要购置一些完整的设施，这样才会使得

其硬件处于达标的状态。就管理立场来分析，基层药品经营企业

在软件方面会存在薄弱之处，其主要集中在药品出库的质量检查、

药品入库的严格分库、复核的落实度等方面。硬件管理很容易到

位，但是软件所存在的问题会较为隐蔽，同时还会存在着一定的

变化性，难以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实行常态化的管理模式，坚

持并践行规范的管理制度难度较高，同时其也是药品经营企业实

施 GSP 的困境难点，所以必须抓住其发展的契机，将软件和硬件

相整合，强化其管理的力度。

3.4 确保药品购进渠道和销售渠道的合理性

首先，在审批自营品种以及首营企业时，充分使用国家或者

地方的药品监管局网站，一一核对各项数据信息的真伪程度。针

对存在疑问的资料信息，可以采取电话咨询证件等多种方式核发

部门，由审批人员审核其所熟悉的营业执照或者生产许可证等，

证照会涵盖字体、项目以及发证机关等，针对其索取的认证资料

进行鉴别，核对证书当中所记载的各类资质、企业负责人等和其

项目是否一致。各类证书必须始终处于有效的期限内，并且营业

执照应当拥有年检的记录，判断 GMP 证书是否会涵盖拟购药品

剂型等药品，认真核对药品销售人员的身份证以及岗位证书。针

对肽类激素等，应当核实药品的批准文号以及其取得的质量标准，

掌握药品的性能用途以及质量信誉等，同时其还应当拥有注册商

标以及检验证书。针对上述所提供的各项资料，均需要盖上供货

单位的公章，并且其要和证件上的单位名称所属一致。其次，审

核销售顾客的资质。如果顾客为零售企业或者批发企业，那么可

以去网站查询核对资料的真伪性，并且在审核的过程中，应当留

意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方式等，防止客户产生超

范围供货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零售药店，不可经营麻醉药品或者

精神类药品等，若客户为部队等一些医疗单位，那么其应当供给

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最后，要严苛地对药品出入库进行管理，

购置药品以及销售药品均需要开具合法的票据，同时药品货款以

及票据上的供货单位要保持一致，做好药品入库这项管理工作，

对药品的有效性以及各类批准文件的合法性等进行认真严苛的检

测。药品在出库时，保管人员应当依据发货的凭证检查并核对拟

出库药品的质量和数量，复核人员进行复核后允许其发货。

4  结语

综上所述，药品经营企业在实施 GSP 管理时，应当严苛依

据 GSP 的管理要求和标准，构建企业软件管控模式，通过 GSP
管理的实施，让工作人员的质量管理意识变得更强，这样药品在

流通至用户们的手中时，就能够放心地得到使用，提升企业的经

营质量，让企业的自身竞争实力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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