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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对无呼吸道症状吸烟者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进行体检的
!&"

例无明显呼吸道症状的男性吸烟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对照组无任何

干预措施!观察组给予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干预!比较
"

组研究对象干预期间的吸烟情况!以及干预前后肺功能参

数'结果
!

干预后观察组各个时间点吸烟减量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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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率也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3

!

$%3'&

!

$%(!@

!

$%@3(

!

!&%@"(

!

H

$

&%&#

%'干预后观察组用力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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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气容积"

,/U!

%&

,/U!

$

,U)

&呼气峰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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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

钟最大通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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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气
(#W

肺活的瞬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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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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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活量的瞬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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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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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干预前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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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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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可提高吸烟减量率和戒烟率!明显改善无症状吸烟者肺功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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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呼吸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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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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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行为#不仅危害自己身体#也会通

过二手烟对他人健康造成伤害#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多年研究

显示#吸烟可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损害#包括呼吸系统,心血管

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

!

+

)呼吸系统最为严

重#吸烟不仅是肺癌重要的致病因素#也可通过多种机制破坏

呼吸道自我防御功能#从而增加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性

气道阻塞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每日吸烟量越大#烟龄越长#

患病可能性就越大)有研究报道#大多数吸烟者的呼吸道有不

同程度的阻塞#但是由于无明显呼吸道症状#不能引起吸烟者

足够重视#因此就医行为较差*

"

+

)本研究通过观察
#!

例体检

者并接受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的无症状吸烟人群#干预效果较

好)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体检的
!&"

例无明显呼吸道症状的吸烟者#均为男性#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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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

均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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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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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身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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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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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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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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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吸烟量均在
!&

支以上#烟龄
?

!

"!

年#平均烟龄$

!&%"V(%#'

&年)所有体检者各项指标均正常#

无慢性心肺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

"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身高,体质量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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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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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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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该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所有入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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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方法
!

对照组体检结束后无任何干预措施#仅记录

其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观察组给予健

康教育和电话随访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

&健康教育!体检时

记录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及时,友好的

通知和鼓励其按时参加专业机构举办的讲座#每月
!

次#讲座

由专业人员采用多种形式#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其介绍吸烟

对本人,家人,社会的危害#以及戒烟的方式方法和益处#讲座

结束后#发放吸烟相关知识手册#并帮助其解答问题)$

"

&电话

随访!由专业随访人员在讲座结束后根据指定的随访时间表对

参与讲座的吸烟者进行电话随访#随访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

业知识#且经过相关培训#拥有良好的沟通,语言表达能力)由

随访人员在首次健康教育讲座结束
!

周后对其进行电话随访#

随访时应用多种方式询问其参与健康教育后的感受和体会#吸

烟量有无减少以及减少量#有无戒烟想法#是否采取戒烟措施

以及戒烟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等#鼓励愿意戒烟者在医院专业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戒烟药物治疗)所有研究对象均于首次健康

教育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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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及
!

年时进行肺功能检查#记录肺功能参

数#吸烟量,是否戒烟,戒烟情况等)每次检查前均由专门负责

人电话提醒并预约检查时间#提醒家属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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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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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肺功能检测!

"

组体检者均在首次体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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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及
!

年时使用同一台机器进行肺功能检查#检测

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受检者均需安静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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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检测
"

次#选择受试者配合最好的
!

次作为结果)检测指标包括!用

力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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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对象进行肺功能检查时询问其吸烟情

况)将现每日吸烟量减少到原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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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持续
!

周定为吸烟

减量#完全不吸持续
!

周以上定为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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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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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

比较分别使用
?

检验和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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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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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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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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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体检者干预后吸烟结果比较
!

干预后观察组各个时

间点吸烟减量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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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戒烟率也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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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体检者干预前后肺功能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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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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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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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较干预前也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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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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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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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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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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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纤毛受损#影响纤毛清除呼吸

道异物功能#导致多种异物$如微粒,尘埃和微生物&易沉积于

黏膜而引起呼吸道损伤)据有关研究显示#每吸入
!=2

烟雾#

可带进
#&

亿烟尘颗粒)健康者呼吸道防御作用也远不能清除

高含量的气溶液*

@

+

)吸烟产生的大量干热烟雾#一方面使气管

黏膜下腺体增生,肥大#黏液分泌增多#成分也有改变#容易阻

塞细支气管*

#

+

%另一方面#刺激可使支气管痉挛#气道阻力加

大#降低肺活量)再者#刺激还可能破坏肺泡内的吞噬细胞#削

弱肺泡吞噬细胞的吞噬和灭菌作用#降低局部抵抗力#引起气

道炎性反应而造成气道损伤)气道损伤使痰增加,气道阻塞和

间质纤维化进一步导致支气管,肺实质发生慢性病变#引起咳

嗽,多痰,咽炎,支气管炎,肺气肿#甚至肺癌*

?.(

+

)有学者研究

表明#

3&W

!

$&W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和病死与吸烟有

关#吸烟者患慢性气管炎较不吸烟者高
"

!

@

倍#且与吸烟量和

吸烟年限呈正比*

3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干预后观察组各个时间点吸烟减量率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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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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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体检者接受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干预后#肺通

气功能的多项指标较干预前无明显改变#差$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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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式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其对手术操作者要求较高#需具有扎

实的解剖学知识和熟练的镜下配合操作#学习曲线相对较长)

此外#本研究手术效果和成功率等指标与其他相关文献报道稍

有差异#这可能是受时间限制#本组研究样本量选取偏少有关#

本研究将继续深入研究#扩大样本量#以提供更客观的分析

结果)

综上所述#

9A/]

和传统开窗手术
"

种术式在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短期结果均满意)在严格选择手术适应证的情况

下#

9A/]

具有切口小,出血少,创伤小和术后恢复快等微创优

势#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法#且和传统的开放手术比

较#临床疗效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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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结果与

其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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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吸烟对肺部有损害作用#戒烟能延

缓肺部的损伤)

综上所述#无症状吸烟者肺功能会有所受损#健康教育和

电话随访可提高吸烟减量率和戒烟率#明显改善无症状吸烟者

的肺功能#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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