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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护理要点。方法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山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４０例支

气管哮喘患者的护理方法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经合理的治疗及护理后，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症状得到

控制或缓解率达９４．６％。结论　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给予合理的治疗及护理，能有效控制呼吸道感染和病

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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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由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

和Ｔ淋巴细胞等多种炎性反应细胞参与的气道慢性炎性反

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近年来，其患病率和病死率都有上

升趋势。该病致病因素较为复杂，情绪变化是诱使哮喘发作的

因素之一［１］，其对哮喘患者的预防、病情发展、治疗等各个过程

均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对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治疗

过程中，有效的护理对延缓肺功能恶化，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１２月本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

者４０例，男２５例，女１５例；年龄２８～５６岁，平均（４２±１２．５）

岁；其中上呼吸道感染２０例，急性支气管炎１１例，吸入刺激性

气体９例。

１．２　护理措施

１．２．１　一般护理　保持室内清洁、空气通畅，温湿度适宜。室

内不宜放置花草及羽绒枕头、羽绒被子。急性发作期间应协助

患者选择舒适的半卧位或坐位，以减少体力消耗。鼓励患者饮

食清淡、易消化、富有营养和维生素高的流质食物，戒烟戒酒，

注意防寒保暖，避免受凉及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剧烈运动，定期

协助患者翻身、拍背，促使痰液排出。

１．２．２　心理护理　精神因素在哮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因此，培养良好的情绪和战胜疾病的信心对于患者非常

重要［１］。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医务人员应针对患者的心理问

题，让患者了解哮喘的发病机理，了解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使其心情得到放松，时刻保持开朗心情。由于哮喘急性发作时

患者常有焦虑、恐惧心理，医护人员应关心体贴患者，以热情亲

切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接触，帮助消除不良心理反应，让患者对

护理人员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增强与

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护理效果。

１．２．３　药物治疗与护理　护理人员应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指

导患者正确用药，提高治疗效果。根据医嘱给予支气管扩张剂

和糖皮质激素治疗，应用β２ 受体激动剂时，指导患者按需用

药，以免出现耐受性；必要时可用氨茶碱静脉注射。茶碱类通

常被视为抗喘首选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应遵医嘱严密监测其血

药浓度，护理应严格掌握用药速度，口服平喘药要在饭后服用，

同时密切注意有无不良反应。待重度至危重患者病情控制和

缓解后改为口服给药，给予静脉补液，补液的同时监测血清电

解质，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予以及时补充纠正［２］。服用激

素易引起体内钠的潴留，长期使用的患者应给予低盐饮食［３４］。

激素用量按阶梯式逐渐减量，患者不能随意停药或减量，防止

滥用激素带来的不良后果。

１．２．４　健康教育　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有关疾病的知识宣教，

使患者了解哮喘的激发因素和简单发病机制，正确认识疾病，

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针对个体情

况，学会有效的控制环境，避免摄入引起过敏的食物，避免接触

刺激性气体，避免强烈的精神刺激与剧烈运动等；了解常用平

喘药物的作用、正确用量、用法及不良反应，学会哮喘发作时简

单的自我处理方法。饮食要营养丰富、清淡，避免进食可能诱

发哮喘的食物。鼓励患者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２　结　　果

经合理的治疗及护理，支气管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症状得

到控制或缓解率达９４．６％。

３　讨　　论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心理护

理在护理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１，５］。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救治是

一个急迫而又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的临床干预过程。应对患

者进行心理护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指导并协助患者采用

正确体位进行有效咳嗽，促进排痰等呼吸道护理措施和氧疗时

的呼吸道护理，呼吸道通畅；正确的饮食护理，纠正不良生活及

饮食习惯。研究表明患者的心理状态与哮喘的发病、发展及治

疗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治疗过程中把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有

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提高治愈的概率，最终达到战胜疾病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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