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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目前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罪魁祸首

之一，肺癌总的五年生存率低于 15%，由于其早期症状不明

显，确诊时 85%的肺癌患者已是晚期，晚期的症状主要表现

为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咳嗽、胸痛。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

入院时伴有呼吸困难症状的肺癌患者约占 15%，治疗期间发

生呼吸困难的比例可高达 60%[1]。

呼吸功能锻炼是一种浅而快的呼吸改变为深而慢的有效

呼吸方法，已普遍应用于临床，通过呼吸功能锻炼患者可以

增强呼吸肌的耐力，提高有效通气量，从而达到改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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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日记式指导对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82例肺癌晚期存在呼吸困难的
患者分为两组各41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功能锻炼宣教方式，干预组给予日记式呼吸功能锻炼指导，每日由护士长或护理组
长评价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完成情况，及时给予指导、追踪评价。结果：干预组患者住院期间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
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组功能锻炼指导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采用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会呼吸困难量
表（MRC）进行评分，干预组评分为（1.76±0.86）分，低于对照组（2.36±1.135）（P＜0.05）。结论：日记式指导可提高
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依从性，从而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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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呼吸困难的症状，延缓疾病的发展，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2]。

依从性是指患者对规定执行的医疗护理或科研的实验措施接

受和服从的客观行为和程度 [3]。而晚期肿瘤患者往往由于疲

乏、疼痛、呼吸困难等原因未落实呼吸功能锻炼。为了提高

患者的依从性，我们设计了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吸功能

锻炼日记表与评价表单，应用后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选取研究对象为某胸部肿瘤科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2月肺癌晚期存在呼吸困难的患者。纳入标准：①静息状态

下不吸氧血氧饱和度稳定在 85%~94%；②意识清楚，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③知情同意。共纳入 82例，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干预组各 41例 .对照组男 30例，女 11例，年龄 42~75

（56.35±6.21）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3人，初高中以

上 38人。干预组男 32例，女 9例，年龄 39~76（52.35±6.82）

岁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4人，初高中及以上 37人。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的功能锻炼宣教方式，实施责任制整体

护理。责任护士根据患者需求、病情实施随机健康教育，通

过口述的方式向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宣教。责任护士不定

期评价患者功能锻炼完成情况，评价患者功能锻炼的方法、

时间、量及依从性。干预组给予日记式功能锻炼指导，具体

操作方法如下。

制定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日记

表与评价表单

由护士长、护理组高级护士与管床医生共同参与，根据

患者病情，制定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日记表与评价表，插放在

患者床头。日记表与评价表的横轴包括 5个部分内容：每日

呼吸功能锻炼项目、每日计划（量、时间）、每日实际完成、

评价、未能依从的影响因素。表单纵轴为患者住院日期，每

天记录。

临床应用

干预组患者采用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日

记表与评价表单进行指导，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小组负责制，

每个小组包括一名高级责任护士兼组长，两名中级责任护士，

一名初级责任护士。责任护士在与医生沟通后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共同为患者制定呼吸功能锻炼计划，按日记表与评价表

的内容全程具体实施护理干预。

①教会患者锻炼项目：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

②制定每日锻炼的量与时间。责任护士与管床医生根

据患者的病情、耐受能力制定患者每日呼吸功能锻炼的量与

时间。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一般每分钟呼吸 7~8次，每次

10~20min，每天 2次。熟练后逐步增加次数和时间，使之成

为不自觉的呼吸习惯。

③填写。每次由家属或患者在完成呼吸功能锻炼后据实

填写完成的项目、量及时间。

④评价。护士长或护理组长每日负责评价患者功能锻炼

是否准确及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不依从），

在质控栏中签名。

⑤调查影响因素。对于未完全依从的患者，需由组长与

责任护士共同调查原因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措施。

经收集资料总结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 7项：医护未

指导或指导不足；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呼吸困难；疲乏；疼痛；忘记锻炼；其他。

评价方法

护士通过询问及现场检查患者呼吸功能锻炼是否准确

（方法、量、时间符合）来判断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完全依从：

患者完全掌握呼吸功能锻炼的方法，住院期间主动坚持每天

按计划完成功能锻炼；部分依从：患者基本掌握呼吸功能锻

炼的方法，需他人督促才能完成每天的锻炼计划；不依从：

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患者未掌握呼吸功能锻炼的方法，

自行减少功能锻炼频次或不锻炼 [4,5]。由护士长或高级护士对

患者每天的功能锻炼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并记录。

出院时由当班责任护士调查患者对护理人员呼吸功能锻

炼指导的满意度，包括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 3个等级。

呼吸功能评价：采用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会呼吸困难量表

（ ）[6]评

价患者不同时间呼吸困难程度。量表根据出现气短时的活动

程度分为 5个等级，0级为 1分，4级为 5分，得分越高呼吸

困难程度越严重。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26.0软件处理，行 χ2检验、秩和检验、

ｔ检验，检验水准α＝ 0.05。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比较（见表 1）。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对照组 41 5 23 13

干预组 41 22 15 4

注：两组比较，Z=4.010，P＜ 0.01。

两组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指导满意率比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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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41 10 23 8

干预组 41 24 15 2

注：两组比较，Z=3.303，P＜ 0.05。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MRC比较（见表 3）。

组别 例数
指导前

MRC评分

指导后

MRC评分
t值 P值

对照组 41 2.71±1.188 2.36±1.135 3.14 0.019

干预组 41 2.74±1.179 1.76±0.86 5.25 <0.001

注：教育后观察组与对照组间比较，P＜ 0.05。

能锻炼的依从性以及患者满意度

有研究表明：患者对疾病的自我认知和肺康复治疗在减

轻症状，减少治疗费用，提高生活质量上有重大意义 [7]。肺

癌晚期呼吸困难的患者，往往伴随体虚、乏力、疼痛等身体

不适，同时由于癌症晚期，内心悲观绝望，对呼吸功能锻炼

存在不重视、抵触情绪，护士临床工作繁忙，缺乏持续性的

指导和督促，需要运用有效的指导方式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我们使用清晰明了的呼吸功能锻炼日记表与评价表单，

将其悬挂于患者床尾，日记式记录患者呼吸功能锻炼全过程，

使患者清楚每日呼吸功能锻炼计划，然后由护士监督和指导；

肺癌患者多为中老年人，且易出现脑转移，容易健忘，每日

照着呼吸功能锻炼日记表与评价表单练习，避免遗忘；家属

对照表单也能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对护士、患者、家属均

起到了提醒的作用，确保了患者功能锻炼的连续性，提高了

患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在出院回访时，使用过日记式评估

卡的患者均表示：护士对我们很关心，非常有责任心，很满

意这样的护理服务质量。

准化

常规的呼吸功能锻炼宣教方式由于护理人员的层级、主

观意识及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同使其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

呼吸功能锻炼并不是一种可以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方式，而是

一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患者由于得不到有力的监

督也容易产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心理，日记表与评价表单

的使用避免了因护理人员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差异带来的影

响，实现了功能锻炼宣教内容的专业性、计划性和系统性。

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在健康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往往着

重于实施阶段，而未重视护理评价，既缺乏对患者的反馈以

及持续的追踪，又缺乏细化、量化、客观的评价标准，从而

使护理程序在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很空泛 [8]。日记式指导强化

了护理人员对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评价及追踪，使健康教育

程序能更加有效地实施与持续改进。

本研究中将日记式指导应用于肺癌晚期呼吸困难患者呼

吸功能锻炼，有效提高了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的正确认知，

从而提高了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和对护理服务的满

意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呼吸困难，使患者

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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