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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功能锻炼作业指导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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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熊成敏!赵文谱#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呼吸功能锻炼作业指导书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RPUM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按照入选的先后顺

序!将
,"

例
RPUM

稳定期患者分为对照组"

%"

例#和研究组"

%"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呼吸功能锻炼!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参照作

业指导书的规范及要求进行锻炼$比较两组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相关知识掌握水平&护理满意度&锻炼依从性&肺功能&生活自理能

力及再次住院率$结果
!

研究组呼吸功能锻炼相关知识掌握水平&护理满意度&锻炼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

!

$

")"$

#$研究组锻

炼后
#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

bY[#

#&用力肺活量"

b[R

#及
bY[#

%

b[R

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

$

")"$

#!生活自理能力量表"

/MN

#评

分明显提高"

!

$

")"$

#!

&

个月及
#!

个月内再次住院率则降低"

!

$

")"$

#$结论
!

作业指导书的应用可提高
RPUM

患者呼吸功

能锻炼相关知识掌握水平&护理满意度&锻炼依从性!有利于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及降低再次住院率$

关键词"作业指导书'

!

呼吸功能锻炼'

!

护理满意度'

!

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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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RPUM

%主要表现为气流受限和呼吸

困难逐渐加重#病情严重时可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中国
%"

岁

以上人群
RPUM

患病率为
,)!*

#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

担(

#

)

*坚持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可明显增强呼吸肌的肌力和耐

力#对
RPUM

患者肺功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

)

*作业指导书

是
WHP(""#

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第三层次文件#是

针对治疗服务每个具体环节作出的规定性文件#也是规定具体

质量管理活动的操作性文件(

&

)

*作业指导书详细'具体地规范

了各级人员的岗位职责#以及需要满足的工作要求*对缺乏规

章制度及操作流程的护理工作而言#作业指导书的应用非常必

要*作业指导书不仅规定了护理工作的步骤#同时也提供了检

查标准#使管理者进行检查时有据可依#有利于护理工作的落

实*目前#关于作业指导书的应用对
RPUM

患者呼吸功能锻

炼效果的影响研究#尚无相关报道*本研究将作业指导书应用

于
RPUM

稳定期患者#分析了作业指导书的应用对呼吸功能

锻炼的影响*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科室收治的

RPUM

患者
,"

例#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

年

修订版%,

RPUM

诊断标准(

%

)

#处于康复期#无认知'沟通障碍#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
RPUM

急性加重期患者#以及自理能力

太差者和存在沟通障碍者*

,"

例患者按入选先后顺序分成对

照组$

%"

例%和研究组$

%"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

'")!_##)&

%

岁#研究组平均年龄$

$()+_#!)#

%岁&对照组平均病程$

#')+,

_%)&$

%年#研究组平均病程$

#+)%$_&)!'

%年*其他基本资料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方法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按照+内科护理学,中呼吸功能锻炼

$缩唇呼吸与腹式呼吸%的要求进行锻炼指导*研究组在此基

础上制订作业指导书#内容包括!目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适

用于
RPUM

稳定期患者&职责#明确科室主任'护士长和护理

人员工作职责&引用文献#主要参考+内科护理学,&锻炼方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

基金项目!重庆市江津区科委科技计划项目$

d!"#$"#%

%*

!!

作者简介!熊成敏#女#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临床护理研究*

!

#

!

通讯作者#

Y.D2;4

!

#'+%'$,#

%\\

)@1D

*



首先详细讲解缩唇呼吸及腹式呼吸进行#其次详细规定具体的

操作步骤#重点内容见表
!

&最后是相关注意事项*

表
#

!!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情况#

'

$

项目 对照组$

'f%"

% 研究组$

'f%"

%

性别

!

男
&$ &%

!

女
$ '

文化程度

!

未接受教育
! #

!

小学
#( !"

!

初中
## #&

!

高中"高职
$ %

!

大专及以上
& !

婚姻状况

!

有配偶
&& &%

!

无配偶
+ '

家庭月收入$元%

!$

!""" ' $

!

!"""

!

%""" !& !$

!%

%""" ## #"

吸烟状况

!

吸烟
#% #'

!

不吸烟
!' !%

并发症

!

有
!+ !$

!

无
#& #$

$)/)/

!

评价指标
!

$

#

%问卷调查!患者住院时及出院时分别填

写问卷调查表#接受肺功能检查#同时评价生活自理能力*问

卷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

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疾病确诊时间'每年发作次数及住院治疗次数&

*

锻炼依从

性!是否知晓呼吸功能锻炼'坚持锻炼对机体的好处'锻炼的方

法'能否自觉进行锻炼'每日执行的次数'每次持续的时间&

+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护士能否主动介绍锻炼的方法#对护士

讲解的内容是否满意#护士是否指导及督促锻炼#以及有疑问

或困难时#对护士的帮助是否满意*指定专门人员发放调查

表#详细讲解如何填写#并负责回收调查表*本次研究调查表

有效回收率
#""*

*$

!

%肺功能测量!测量指标包括
#

秒钟用

力呼气容积$

bY[#

%'用力肺活量$

b[R

%*$

&

%生活自理能力!

采用生活自理能力量表$

/MN

%

T2=8974

指数记分法评价生活自

理能力#

'"

分以上判为轻度依赖#

%#

!

'"

分判为中度依赖#低

于
%"

分判为重度依赖*$

%

%电话随访!患者出院后每
!

周进行

#

次电话随访#访谈对象包括患者及家属#对患者本人主要了

解坚持锻炼的情况#鼓励患者加强自我管理#同时收集患者的

锻炼信息等&访谈患者家属时#询问家属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

况#请家属参与督促及监督患者进行练习*每次联系时间约

#"D;3

#持续
&

个月*对照组仅电话询问并登记患者锻炼信

息*$

$

%再次入院情况!关注患者再次住院情况#对相关资料进

行整理*以呼吸功能锻炼知识掌握情况'满意度及锻炼依从性

作为指标#评价作业指导书应用后的效果#同时比较两组患者

肺功能指标及生活自理能力评分*

表
!

!!

呼吸功能锻炼作业指导书重点内容

项目 具体操作步骤

提高对锻炼重要性的认识
#)

责任护士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

责任护士详细讲解坚持锻炼对人体的影响及重要性

指导督促患者进行锻炼
#)

向患者详细讲解锻炼的方法并演示&

!)

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及多媒体演示&

&

对特殊患者$年纪较大'

文化程度低%反复讲解示范

做好记录
#)

简化并前移护理文书&

!

在护理文书上添加呼吸功能锻炼指导#责任护士完成后直接在记录单上打.勾/

加强有效监管
#)

护士长不定期检查患者掌握及执行情况&

!)

责任护士的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O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应用作业指导书后#

&+

例患者能完全掌握呼吸功能锻炼

相关知识#掌握率为
(!)$*

#对照组仅为
$+)$*

#研究组掌握

率高于对照组$

!

!

f#&)"+

#

!

$

")"$

%#见表
&

*研究组满意度

为
(+)$*

#对照组为
+$)"*

#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

!

f

##)%&

#

!

$

")"$

%#见表
%

*研究组肺功能改善情况及
/MN

评

分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两组患者入院前锻炼依从

性均较低#住院后在护士指导下#锻炼依从性均明显提高#研究

组尤其明显#见表
'

*研究组患者出院后
&

'

#!

个月内再次入

院率为
")"*

'

$)"*

#对照组为
$)"*

'

!")"*

#研究组再次入

院率低于对照组$

!

$

")"$

%*

表
&

!!

两组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知识掌握情况

组别
'

完全掌握$

'

% 没掌握$

'

% 掌握率$

*

%

对照组
%" !& #+ $+)$

研究组
%" &+ & (!)$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

组别
'

非常满意$

'

% 不太满意$

'

% 满意率$

*

%

对照组
%" &" #" +$)"

研究组
%" &( # (+)$

表
$

!!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及
/MN

评分比较#

O_<

$

组别
'

时间
bY[#

$

N

%

bY[#

"

b[R

$

*

%

b[R

$

*

%

/MN

评分$分%

对照组
%"

锻炼前
#)%(_")!( $&)"#_#!),& #),#_")$( $#)+$_,)!$

锻炼后
#)$'_")&$ $$)!$_#!)(, #)(!_")+# '()!,_$)'!

研究组
%"

锻炼前
#)$#_")!% $!)!&_#&)#$ #)+,_")&$ $")(!_()",

锻炼后
#),#_")!' +")#!_#$)#! !)%!_")(# ,&)%$_')$$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表
'

!!

两组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

组别
'

时间
完全依从

$

'

%

不依从

$

'

%

依从率

$

*

%

!

!

!

对照组
%"

住院前
& &+ +)$ !')$(

$

")"$

住院后
!$ #$ '!)$

研究组
%"

住院前
! &, $)" $+)(%

$

")"$

住院后
&' % (")"

'

!

讨
!!

论

RPUM

患者易出现呼吸困难症状#不仅增加体力消耗#也

会增加耗氧量*呼吸功能锻炼可减慢呼气速度#改善呼吸深

度#使气体能够顺利呼出#防止呼吸道凹陷#纠正
RPUM

患者

长期形成的异常呼吸模式#恢复肺泡通气功能#达到最有效的

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

$.'

)

*呼吸功能锻炼操作简单#但如何坚

持是个难题*为了让患者自觉坚持锻炼#有必要制订呼吸功能

锻炼作业指导书#使每个工作步骤详细'明确#使责任护士进行

指导有规范与依据#保证工作落实到位*本研究结果显示#应

用作业指导书有利于患者掌握呼吸功能锻炼相关知识及提高

满意度#相关知识掌握率为
(!)$*

#满意度达到
(+)$*

*

')$

!

应用作业指导书对护士的影响
!

对于护士#尤其是新入

职或轮转护士而言#作业指导书是工作的依据#护士可按照规

定的步骤及要求进行工作*护士清楚检查标准后#知道如何工

作才能达到要求#保证工作质量#有利于工作的落实*

')/

!

提高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重要性的认识
!

认识是对事物

的看法'观念#是行为改变的基础#只有认识得到纠正后#患者

才能及时转变观念并自发改变行为*本研究加强了对患者及

家属的讲解#使其明白药物治疗主要用于急性期#强调非药物

治疗在稳定期中的重要地位#纠正其认为疾病治疗只依靠药物

的看法#使患者主动改变观念#提高其坚持锻炼的信念#进而提

高锻炼依从性(

+

)

*

')'

!

指导与督促锻炼方法的多样性
!

以往的指导只依靠责任

护士单一'枯燥的口头讲解#而
RPUM

患者多为老年人#在学

习过程中存在接受能力下降#注意力难于长时间集中及易遗

忘'体力衰弱等问题#更难掌握宣教内容(

,

)

*本研究采用讲解'

示范'文字'图片及视频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按照研究目的依次

向患者介绍锻炼的好处'锻炼的方法'如何坚持锻炼#内容详

细#使患者能够理解并掌握*发放图文并茂的呼吸功能锻炼宣

传手册及定时播放视频#不仅方便患者随时翻阅和观看#更增

加了家属学习的机会#可以起到由家属督促患者强化锻炼的作

用#通过家属的提醒'督促和鼓励#保证了锻炼落实到位*同

时#也有利于情感交流#让患者感受到家属的关心'重视#增强

战胜疾病的信心#进而坚持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本研究中#经

不同护理干预后#对照组和研究组完全能够进行锻炼的例数分

别为
!$

例和
&'

例#分别占
'!)$*

和
(")"*

#而研究组在应用

作业指导书前后的依从率分别为
$)"*

和
(")"*

#说明作业指

导书的应用可明显提高患者对呼吸功能锻炼的依从性*

')1

!

改变护理文书书写模式及简化并前移护理文书
!

责任护

士在指导患者锻炼后以打.勾/的形式直接在患者床前记录锻

炼情况#改变了以往护士在护士站记录的现象#增加了护士在

病房与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可以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

题#赢得了患者的信任#提高了满意度(

(

)

*采用床前记录的方

法可避免责任护士只为了完成护理文书而不进行认真指导#从

而达到.记/和.做/的统一*有学者认为#护理文书书写模式的

改变#可有效减少记录时间#提高护理工作效率(

#"

)

*

')2

!

建立护士长检查表以加强有效监管
!

作业指导书制订了

检查标准#护士长将呼吸功能锻炼的管理工作列入督察范畴#

按照要求不定期检查责任护士工作落实情况#并将其纳入绩效

考核#最大限度提高了护理人员工作热情及主动性(

##

)

*

'))

!

对患者肺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及再次住院率的影响
!

bY[#

''

bY[#

"

b[R

'

b[R

是评价肺功能的敏感指标*在本研

究中#给予患者呼吸功能锻炼后#

bY[#

''

bY[#

"

b[R

等指标有

明显改善#说明呼吸功能锻炼可提高呼吸肌肉的耐力和力量#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气道阻塞程度#有利于改善肺功能#与黄孝玲

等(

#!

)研究报道一致*坚持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有利于生活自理

能力的提高#与方丽华等(

#&

)研究报道一致*肺功能得到改善

后#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高#患者再次住院率则有所下降*

').

!

本研究的局限性
!

本研究依据患者回忆每天锻炼的时间

判断患者出院后的锻炼依从性#易受患者主观因素影响#结果

可能会出现偏差*此外#应用作业指导书对患者进行干预后患

者能够坚持锻炼#但干预结束后患者失去了护士的监督#效果

可能会减退*

综上所述#呼吸功能锻炼作业指导书的应用#能够提高患

者对呼吸功能锻炼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护理满意度及锻炼依

从性*应用作业指导书对
RPUM

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指

导#是患者康复训练的有效护理措施之一#也是护理人员有必

要坚持开展的重要工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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