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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肺结核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情绪的影响
评价 
李红林 

（六安市叶集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摘要：目的：刍议肺结核患者护理中进行护理干预，对改善其生活质量、心理情绪的作用。方法：收集罹患疾病肺结核患者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将 98 例患者以随机平行方法分组，均分为了实验组和参照组。实验组采用护理干预措施，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
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①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参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P＜0.05。②护理前两组心理评分情况比较，P＞0.05；
护理后实验组、参照组的心理评分比较，P＜0.05。结论：肺结核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情绪方面均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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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也可以叫作肺痨，属于经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致呼吸系统

传染病，病灶多在肺组织、气管，以及支气管、胸膜等位置发生。传
播途径：打喷嚏、大笑、说话、唱歌等时候，均会将含有结核分枝杆
菌微滴，通过呼吸道播散到空气中，停留数小时后被他人吸入，则会
引发感染情况。主要表现：咳嗽、咳痰、咯血、胸痛、疲乏、发热等。
本文将我院感染科 2020 年一年内抽取的 98 例肺结核患者为主，重点
研究护理干预、常规护理的实施效果。 

1.一般资料、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感染科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98 例肺结核患者，

通过随机平行方法分组，分为实验组、参照组，每组均为 49 例。实
验组男、女患者各 27 例、22 例；年龄抽取区间 60~82 岁，中位(71.4
±3.5)岁。参照组男、女患者各 28 例、21 例；年龄抽取区间 60~80
岁，中位(70.8±3.3)岁。两组罹患肺结核疾病患者的一般资料数据比
较，P＞0.05。 

入选标准：通过肺结核诊断标准；存在不同程度咳嗽、咯血、发
热等表现；患者家属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认知功能障碍；精神障碍；语言功能障碍；依从性不
佳。 

1.2 护理方法 
1.2.1 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主要进行日常生活指导和健康教育。 
1.2.2 实验组实施护理干预，①心理护理干预，发病后会发生不

同程度心理问题，所以平时应主动和患者沟通、交流，在患者倾诉时
耐心倾听其倾诉。除此之外，需为患者普及疾病相关相关知识，比如：
发病原因、治疗和护理方法、相关需要注意的事项等。②饮食护理干
预，联系患者身体情况、饮食习惯，制定膳食计划，鼓励患者以清淡、
含有高蛋白和维生素等食物为主，同时多补充一些新鲜的果蔬，禁食
辛辣、生冷、油腻等食物[2]。③用药护理干预，嘱咐患者严格遵医用
药，使其明确用药的正确方法、意义，同时对患者用药后是否存在不
良反应表现加以观察[3]。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3.1 观察两组肺结核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后心理评
分。 

1.3.2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对两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几个方面评分，每项总分均为 100 分、分值更高表示患者的
生活质量改善效果更理想。 

1.3.3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 SDS 评分，分
别对两组的焦虑心理和抑郁心理评分，SAS 评分≥50 分阳性、SDS
评分≥53 分阳性。 

1.4 统计学的分析 
本次研究涉及数据信息输入统计学软件 SPSS20.0 中，计量资料

均数差 X±S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后心理评分对比，通过 t
检验处理。对比结果 P＜0.05 统计学意义存在；对比结果 P＞0.05 不

具有统计学的差异。 
2.结果 
2.1 实验组与参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情况进行比较，P＜0.05，如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参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49（x±s），分] 
组别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 

实验组 95.69±1.66 96.33±1.87 95.69±1.37 97.22±1.89 
参照组 74.34±1.62 75.67±1.21 74.56±1.02 75.12±1.06 

t 64.4324 64.9297 I86.5978 71.3904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实验组与参照组护理前、后心理评分比较 
尽管护理前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差异性不存在，然而

护理干预后两组心理评分比较，P＜0.05，具体如表 2。 
表 2 实验组与参照组护理前、后心理评分比较[n=49（x±s），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5.22±7.63 25.73±4.63 58.19±7.78 28.03±4.73 
参照组 55.25±7.66 36.47±5.04 59.01±7.82 34.74±5.31 

t 0.0194 10.9850 0.5203 6.6050 
P 值 0.9845 0.00000 0.6040 0.0000 
3.讨论 
肺结核存在病变范围广、病情反复的特点，容易引发应激反应情

况，发病后会产生不同程度心理问题，这时必然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对患者治疗、治疗效果构成直接的影响[4]。实施常规护理整体效果欠
佳，因此本次研究施行了护理干预措施，主要经心理护理、饮食护理、
用药护理几个方面开展护理工作，护理服务更具针对性、系统性，能
够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注、尊重，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负性心理。
同时可加强护患沟通，提供饮食和用药方面的指导，促使患者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规范用药行为，获得患者的理解及配合[5]。 

总之，护理干预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运用的效果较佳，能够很好
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焦虑心理和抑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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