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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ca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neumonia. Methods: 6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neumonia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ll taken from th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th 3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racticed traditional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practiced high-quality nursing.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with ca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complication rate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the patients had a lower complication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lderly quality nursing for 
chronic	pneumonia	patients	can	provide	comfortable	nursing	services,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make	them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servi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chieve good preventive effect for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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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析老年慢性肺炎患者采用优质护理的效果分析。方法：选取66例老年慢性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取自2023
年1月至2023年12月本院收治的患者中，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对其均分为2组，每组33例。对照组实行传统护理，观察组实
行优质护理。对两组患者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患者依从性较对照组高 
（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对照组高（P＜0.05）；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高（P＜0.05）；观察组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0.05）。结论：老年慢性肺炎患者采用优质护理可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护理服务，提高其依从
性，使其十分满意护理服务，来改善生活质量，针对并发症实现良好的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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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肺炎在老年群体中高发，是呼吸道系统疾病中常

见的一种，具有治愈困难的特点，且病情持续发展。此疾病

的控制和用药治疗依从性存在直接关系，因患者受病情影响

会出现较差的心理状态，因此需给予合理的护理指导 [1-2]。

合理、科学的护理服务可提高整体疗效，对患者病情预后提

供基础。传统护理仅关注患者治疗情况，很少询问患者的心

理状态，进而影响最终效果 [3]。随着医疗行业护理方法的不

断改变，优质护理开展坚持以人为本，为患者提供舒适、优

质的护理服务 [4]。本文对老年慢性肺炎患者予以优质护理的

价值做详细分析。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66 例老年慢性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取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患者中，根据护理

方法不同对其均分为 2 组，每组 33 例。对照组：男性 18 例、

女性 15 例，年龄值域及平均数 62~78（70.35±2.18）岁，

病程 2~15（8.32±1.27）个月；观察组：男性 17 例、女性

16 例，年龄值域及平均数 62~79（70.38±2.24）岁，病程

2~16（8.26±1.31）个月；对基本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检验

结果无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性肺炎疾病者；②有完整资料，

可供随时查阅者；③签字后可积极配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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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异常者；②存在认知障碍者；

③因自身因素，中途退出研究者。

2.2 方法
对照组实行传统护理，让患者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

内空气处于清新状态，做好保暖工作，防止吹冷气，避免室

内空气对流。掌握患者的既往病史，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

记录其用药情况，针对其痰液量、颜色等进行关注，并测量

患者的心率、体温，如出现异常情况，需及时上报医生。

观察组实行优质护理，主要措施为：（1）建立优质护

理小组，老年肺炎患者因自身机体状态逐渐衰退，且受疾病

和自身因素影响，导致其身心状态较差，且患者自身需求不

断增加，不适感明显加强，因此对此类患者实施护理服务时

需由护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开展，及时指出患者不适感，

并给予合理的护理服务。护士长组织组员学习相关护理知

识，并检索相关文献，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整合护理措施，拟

定护理计划。（2）心理干预：老年肺炎患者需要采用多方

法治疗，包含补液、排痰、呼吸等，患者具有较低的舒适感，

加之疾病对其造成的疲乏感，患者会出现情绪波动、受刺激

等情况，因此改善环境、语言干预、人文护理等，为患者营

造舒适环境，确保室内安静、空气清新，告知患者家属需

要保持安静，避免对患者造成影响。对患者予以持续安抚，

并对其自身感受进行询问，给予有效劝慰，向患者积极讲述

自身不适感，消除自身压力。对患者予以合理的语言安抚，

让患者积极正视疾病，告知家属对患者予以足够的关心和陪

伴。帮助患者调整床头角度，抬高 30~45°，可减少呼吸压

力。如患者出现呼吸困难，需将通气压力减少，及时纠正，

并对四肢进行按揉，确保血液顺畅。（3）健康宣教：因老

年群体自身接受度较差，因此宣教中需要家属在场，将慢性

肺炎发生与相关治疗中注意事项予以告知，让其严格遵医嘱

用药，保证合理饮食、生活。（4）减压干预：因患者存在

多种不良心理因素，导致长时间治疗效果不理想。呼吸困难

会增加患者不适感，因此给予有效的心理指导，需与患者进

行有效交谈，给予鼓励和安抚，诱导其积极讲述自身感受，

说明自身不适感，减轻其抑郁症状，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提高自身治疗信心，天气允许下可以进行户外运动，针对情

绪不佳的患者，需重点监护。（5）饮食干预：结合患者的

饮食喜好，调整合理饮食计划，保证患者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和碳水，同时严格控制糖、热量摄入，结合患者自身营养状

态，让其多食用蔬菜，不可食用辛辣、刺激食物。（6）非

公训练：指导患者进行经鼻吸气，经嘴唇呼气，让其收缩腹

部，呼气与吸气比为 1:2，每次 15min，每天 4 次。让患者

进行四肢伸展、快步走的运动，提高患者自身耐受度。

2.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及

并发症发生率。

2.4 统计学方法
SPSS25.0 为统计学软件，卡方检验计数资料 [ 率（%）]，

t 检验计量资料（x±s），P ＜ 0.05 示差异显著。

3 结果

3.1 两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较对照组高（P ＜ 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依从性、护理满意度比较 [ 例（%）]

组别 依从性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n=33） 32（96.97） 31（93.94）

对照组（n=33） 25（75.76） 24（72.73）

X2 值 6.304 5.346

P 值 0.012 0.021

3.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无差异（P ＞ 0.05），

观察组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高（P ＜ 0.05），

见表 2。

3.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 ＜ 0.05），见表 3。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心理 生理 环境 社会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33） 70.42±5.35 96.35±2.16 71.64±5.34 94.65±1.48 71.56±6.37 90.34±2.46 66.31±7.24 89.64±5.27

对照组（n=33） 70.34±5.21 89.42±2.21 71.97±5.26 90.31±1.42 71.87±6.23 86.24±2.41 66.79±7.23 84.26±5.29

t 值 0.062 12.882 0.253 12.155 0.200 6.839 0.269 4.139

P 值 0.951 ＜ 0.001 0.801 ＜ 0.001 0.842 ＜ 0.001 0.788 ＜ 0.001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 例（%）]

组别 慢性呼吸衰竭 自发性气胸 红细胞增多症 发生率

观察组（n=33） 1（3.03） 1（3.03） 0（0.00） 2（6.06）

对照组（n=33） 3（9.09） 4（12.12） 1（3.03） 8（24.24）

X2 值 4.243

P 值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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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慢性肺炎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其高发在老年群体中，

与青壮年相比较，其具有较低的免疫力，其机体多器官功能

呈衰退症状，具有较大的治疗难度，极易发生呼吸障碍 [5-6]。

此疾病主要因病原体感染致病，少数会因细菌传播致病，且

痰液呈现为柠檬色，其分泌物明显增多，多伴有呼吸困难、

咳嗽等症状 [7-8]。

老年群体具有较差的理解能力，其对疾病的认知度较

差，同时影响治疗依从性，因此临床上需给予细致化、高质

量护理服务，获得显著干预效果，有助于患者病情恢复。近

年来国内医学模式发生明显变化，其护理理念主要围绕疾病

制定，优质护理理念由此而生。此种护理模式仅关注患者的

心理状态，此疾病具有较长的病程且难治愈的特点，患者痛

苦程度明显增加，进而发生自责、焦虑、抑郁等情况，如情

绪严重会发生焦躁情绪，对最终康复效果造成影响。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依从性、护理满意度、

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高（P ＜ 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 ＜ 0.05）。究其原因为优质护理开展

后护理人员可以对患者秉持热情、饱满的态度，对其情绪状

态予以密切观察，并向其讲述治疗成功的案例，使其配合度

提升。强化基础护理服务，确保病房内空气清新，重视患者

保暖工作，避免病情加重。针对患者的病史进行询问，掌握

药物过敏史，了解患者用药状况，拟定合理计划，用药后对

其是否存在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告知患者多饮水，对痰液进

行稀释，使其顺利排出，让患者摄入高蛋白、高热量食物，

将自身机体抵抗力增强，为其拟定合理的饮食计划，确保三

餐营养均衡，治疗中不可让患者摄入刺激、生冷食物，需戒

烟酒，避免发生咳嗽。如患者发生缺氧情况，可使用枕头垫

高背部，让患者保持半坐位，帮助其调整体位。给予患者合

理的出院干预和健康知识宣教，告知其在进食时不可讲话，

避免发生呛咳情况，日常需重视自身保暖防寒，如患者体质

较差，会增加感染风险。让患者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外

出一定戴好口罩，避免吸入不良气体刺激呼吸道，同时积极

参与体育训练，使自身免疫力增强。

综上所述，老年慢性肺炎患者采用优质护理可为患者

提供舒适的护理服务，提高其依从性，使其十分满意护理服

务，来改善生活质量，针对并发症实现良好的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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