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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施护结合健康信念教育护理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观察

洪惠销

杭州市下城区 中医院 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 观察中 医辨证施护 结合健康信念教 育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中 的应 用情况 。

方法 ： 将 患者 例

采用 随机对照分组法将 患者分为 组各 例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

观察组行 中 医辨证施护结合健康信念教育 ，
观察 组患者疾病

的认知评分以 及依从率 。 结果 ： 组基本知识
、
预 防知识 、 自 我护理 、 康复训 练知识认知评 分比较

，
差 异均 有显 著性意 义 （

呼吸功能锻练总依从率观察组为 对照组 为 组比较
，
差异有显箸性意义 （ 结论 ： 对 患者

予 中 医辨证施护结合健康信念教 育 ， 能够提高 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度 ， 有 利 于其积极配合临床治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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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物治疗 ， 告知患者服药时间 、 服药剂量以及可能 出现的不良用

是临床常 见 的疾病 ， 发病率相对较高 。 目前 ， 药反应 ； 制定针对性饮食计划 ， 嘱咐患者 多进食高营养 、 清淡

临床并无治疗该疾病 的特效药物
“

。 加 强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 ，
的 食物

，
了解其是否存在抽烟 、 喝酒等不良生活 习惯等

，

并督

能够提高其对疾病 的认知度 ， 有利于促使其积极进行呼吸功能 促其改正 。

训练 ，
控制疾病的发展。 中 医学认 为 属于喘证 的范畴 ，

观察组 中 医辨证施护结合健康信念教育 。 穴位贴敷 ：

予 以 中医辨证施护 ， 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 取脾俞 、 肾俞 、 肾俞 、 膀胱 俞 、 定喘 、 大 椎等行 穴位敷贴治

值 。 为提高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 ， 笔者探讨中 医辨证施护结合 疗 ， 于夏季每伏第 、 、
天取药物贴于相 应穴位 ， 每次持

健康信念教育在 中 的应用情况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续 。 中 药穴位贴敷期间 ， 嘱咐患者尽量避免剧烈运动 ，

避

临床资料 免脱落 。 辨证施护 ： 外寒里饮型 ： 尽量 多食用葱 、 姜等祛寒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参考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食 物
，
促使风寒经汗液排出 ，

对子未发汗 的患者 ， 取发汗药物

中拟定 的 临床诊断标准 ； 无交流 障碍 ；

小学以上 文化 ； 了解并 热服 ， 出汗过后应及时更换衣物 ，
避免出现受凉 的症状 ；

尽量

自愿加入本研究 。 除精神障碍 、 交流障碍、 抑郁疾病史
、
依 辅助患者卧床休息 ，

出现气喘时取坐位 ，
避免 出现呼吸不畅 的

从性较差 、 器质性病 变者 。 症状 。 ②痰浊阻肺型 ： 可食用 薏苡仁 、 赤小豆等祛痰食物 ， 勿

一般资料 纳入 年 月一 年 月本院治疗 的 食 用甜食及油腻的食物 ， 于章门 、 太渊 、 丰 隆 、 太 白等穴行针

患者 例作为研究对象 ， 采用随机对照 分组法将 患者 灸洽疗 ，
达健脾 、 利 气 、 祛痰 之功效 ； 辅助 患者尽量卧床休

分为 组各 例 。 观察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息 ， 并定时更换体位 ， 保证痰液顺利排出 ； 合并严重咳嗽的 患

岁 ， 平均 ±
丨岁 ； 病程 年 ， 平均 ± 者 ， 予痰咳净治疗 ，

宣肺气 ， 以达镇咳之效 。 ③痰热郁肺型 ：

年 。 对 照组 男 例
， 女 例

； 年 龄 岁 ， 平 均 多 食用甘蔗 、 白萝 卜等生津 、 祛痰 的食物 ， 待 中药凉服 ，
避免

± 岁 ； 病程 年 ， 平均 ± 年 。 组 出 现内热不舒的现象 ；

合并痰液淤滞的 患者应可行雾化吸入治

一

般资料经统计学 处理 ，
差异均无 显箸性意义 具 疗

，

并取复方鲜竹沥行健脾 、 祛痰治疗 。 健康信念教育 ： 采用

有可比性。 健康讲座 、

一

对
一

宣讲 、 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护理方法 育 ，
使其 了解疾病 的诱发原 因 、 呼吸功能锻炼的重要性以及锻

对照组 给 予常规护理。 患者入院洽疗期间遵 医嘱取药 炼方式等
；

加强与患者家属的 沟通 ， 嘱咐其参与到患者的呼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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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 ， 并鼓励其积极配合临床治疗 ；

提供 健康网址 ， 够充 分发 挥其在疾病 治 疗 中 的 协同 作用 。 肺 肾 等虚 亏 是

便于患者 了解更多 的疾病相 关知识。 发病 的 主要原 因
， 于脾俞 、 肾俞 、 肾俞 、 膀肮俞等处

均 持续干预 月 。 行穴位贴敷治疗 ， 可经穴位经络给药 ， 能促使药物有效成分直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接作用于病灶位置 ，
调节脏腑功能 ，

继而达到控制疾病发展 的

观察指标 ①采用调査问 卷的形式评估患者对疾病知识 目 的 。 此外 ， 笔者遵循
‘ ‘

同病异治 的原则行 中医辨证施护

包括基础知识、 预防知识 、 我护理方式 、 康复训练知识 的 外寒里饮型患者尽量多进食驱寒食物 ，
例如生姜 、 葱等 ， 便于

了 解情况 ，
共 题 ，

根据其 了 解程度记为 分 ， 总分为 驱除体内寒气 同 时 ， 辅以患者卧位 ， 取热汤 药服用 ， 辅助

分 ， 分值越低提示对疾病 的认知度越低 ； ②评估 组患者 其排汗 ， 有利于体 内寒气经经络排除 。 痰浊阻肺型患者则取生

呼 吸功能训练 的依从性 ，
主要包括缩唇式呼吸、 腹式呼吸以及 津 、 祛痰食物进食 ， 促使津液能够于喉部正常循环 ； 同时 ， 于

全 身性呼吸体操 方面 ， 主要 分为完全依从 、 部 分依从 、 不 章门 、 太渊 、 丰 隆等处施针 ，
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脾胃 受损

依从 。 症状 ， 能够消除痰湿症状 ， 还有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 ， 控制疾

统计 学 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处理数据 ， 计 病的 发展 。 痰热郁肺型患者则多食用等生津 、 祛痰的 食物 ， 同

量资料以 表示 ， 采用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 检验 。 时待中 药凉服 ，
避免出现 内热不舒的现象 。

护理结果 本组研究中 ， 观察组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度和呼吸功能锻炼

组患者护理后疾病认知评分 比较 见表 。 组基本知 依从性均较对照组高 沪 予以 患者行中 医辨证

识 、 预防知识 、 自我 护理、 康复 训练知识认知评分比较 ， 差异 施护结合健康信念教育 ， 能够提高疾病的认知度 ， 有利于患者

均 有显著性意义 。 积极配合临床治疗 ， 有利于改善其肺功能症状 ，
控制病情的发

表 组患者护理后疾病认知评分比较 ± 分

’ °

组 别 基 本知识 预 防 知识 自 我护理 康复训 练知 识
！

观察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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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施护是 中医学重要 的组成部 分 ， 即 根据 中 医辨证症型 的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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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 ， 不仅能够提高患者 的护理度 ，

还能
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