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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我国城市的第四大死亡原

因，4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8.2%［1］。 COPD以肺功能逐渐减

弱和周期性急性症状加重为特征，反复的急性加重不但加速

病情进展，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质 量；同 时 给 社

会和医院带来较重的经济和医疗负担。 延续护理这一新的护

理实践模式，为患者提供了由医院返回家庭、社会正常生活和

工作的过渡期照顾，能有效地协助患者安全、及时地从急性期

向稳定期过渡［2］。 以下通过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延续护理研究项目（2008-2010）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说明COPD延续护理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及护理效果。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79岁。 反复咳嗽、咳痰30年，活动后气促15年，每

年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受凉及季节变化时加重，需反复住院

治疗。 2008年12月1日到急诊就诊，拟“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

作、COPD、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收入呼吸科病房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接受抗炎、平喘、化痰、对症治疗。 治疗后，咳嗽、咳

痰量明显减少，喘憋减轻，于12月9日出院。 12月7日患者签署

知 情 同 意 书 后，开 始 接 受 为 期6周 的 延 续 护 理，由 经 过 专 门

课 程 培 训 的 呼 吸 专 科 个 案 管 理 护 士 ［3］依 照 研 究 建 立 的 标 准

化COPD延续护理方案护理患者［4-5］。

2 延续护理过程

2.1 护理评估

护理评估始于出院计划并贯穿整个随访过程。 护士采用

以奥马哈问题分类表和成效的问题 评 分 量 表 为 蓝 本 设 计 的

护理评估表 ［5］及通过护理体查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患

者在环境、心理社会、生理和健康相关行为4个领域现存的健

康问题，见表1。 表1记录了6周延续护理过程患者个人的、现

存的主要健康问题。

2.2 共同制订护理目标

明确目标是护士实施和患者接受护理干预的前提。 护士

首先了解到患者对接受延续护理的最大期望 是：“减 少 住 院

次数至（每年）1~2次”。 出院后第4周，患者因需在自我照顾的

同时照顾住院的妻子而引致角色改变，非自愿的角色逆转。 在

护士第2次上门访视时，患者表达了期望“能自我照顾”。结合患

者的期望和每次评估发现的健康问题， 护士与患者协议订立

达成期望和解决健康问题的共同护理目标（表1）。 在目标引导

下，护士实施以奥马哈干预方案建构的个体 化 教 育、指 导 和

咨询、治疗和程序、个案管理和监测。

2.3 教育、指导和咨询

护士在每次进行 健 康 评 估 的 同 时， 采 用 健 康 教 育 记 录

表、上肢运动评估表、气雾剂使用评估表和 准 纳 器 使 用 评 估

表，评估患者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并 根 据 评 估 结 果 给

予患者个性化的教育和指导。 教育和指导内容涉及研究特定

的“COPD疾病自我管理必 备 知 识 和 必 备 技 能”中 的23项（表

2），并对那些与健康问题直接相关的内容给予了重点指导和

不断强化。 如患者在药物治疗方案问题上，不断出现不恰当

的行为和状况，未能正确吸药、漏服药物、自行购买另一种降

糖药、存放大量过期药物、吸入沙美特罗或 氟 替 卡 松 后 忘 漱

口而致口腔黏膜溃疡。 针对这些情况，护士反复耐心教育和

指导患者，并一同讨论改善方法，通过4周的共同努 力，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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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正确地执行药物治疗方案。

2.4 自我管理和随访

COPD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而且治疗不

能依赖单一的治疗手段或药物。 因此，采用了以《COPD全球

创议》等［6］循证证据设计，并进行了个体化调整的家居疾病自

我管理综合康复方案。 ①患者每天尽自己的最快速度持续步

行30min；②每天做3套上肢运动动作1次 ［7］；③服用出院及复

诊处方药；④按COPD及糖尿病饮食原则调整饮食；⑤采取措

施避免被动吸烟和吸入做饭油烟； ⑥自我监测症状和体征，

以及应对急性症状加重。 6周的护理干预程序包括了出院前

计划，出院前探视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评 估 并 启 动 必 备 知

识和技能的教育，以及出院后随访。 出院后第3天和第4周进

行家庭访视，第2、3、5和6周电话随访各1次。

2.5 个案管理

个案管理强调护士与多专业团队、患者及其照顾者之间

的合作和协调。 延续护理多专业团队中有呼吸专科医生、营

注：表中Ⅲ-26“Ⅰ、Ⅱ、Ⅲ、Ⅳ”代表奥马哈系统问题分类表的4个领域：“Ⅰ”环境领域、“Ⅱ”心理社会领域、“Ⅲ”生理领域、“Ⅳ”健康相关行为领

域，“26”为奥马哈系统42个健康问题的序号；认知、行为、状况分别代表奥马哈系统成效的问题评分量表评分，以5分制评分，认知：1=缺乏认

知，2=少许认知，3=基本认知，4=足够认知，5=充分认知；行为：1=不恰当，2=甚少恰当，3=间有恰当，4=通常恰当，5=一贯恰当；状况：1=极严重

的症状（体征），2=严重的症状（体征），3=中度的症状（体征），4=轻微的症状（体征），5=没有症状、体征

评估时间

出院前

（2008-12-07）

家庭访视 1
(2008-12-12）

电话随访 1
（2008-12-20）

电话随访 2
（2008-12-25）

家庭访视 2
（2008-12-31）

电话随访 3
（2009-01-06）
电话随访 4
（2009-01-13）

表1 COPD延续护理评估、评价、计划表

健康问题

Ⅲ-26.呼吸：呼吸形态异常（呼吸：22 次/min，沐浴时气促），咳嗽，咳痰（白色

黏液痰 25ml/d），呼吸音异常（双下肺少许细湿啰音）

Ⅳ-42.药物治疗方案：服药系统不足(气雾剂使用技巧 2 分,准纳器使用技巧

3 分）

Ⅰ-3.住宅：生活空间杂乱，通风不良（做饭时有油烟）

Ⅲ-26.呼吸：呼吸形态异常（呼吸：22 次/min，沐浴时气促），咳嗽，咳痰（白色

黏液痰 20ml/d）
Ⅲ-34.传染（感染）情况：不遵从感染控制方案（盛痰液容器未加盖）

Ⅳ-37.身体活动：久坐的生活方式（每天上、下午坐着下棋 3～4h）
Ⅳ-39.物质滥用：暴露于香烟烟雾（下棋时，每天 6～8h）
Ⅳ-42.药物治疗方案：不遵循推荐的剂量或时间（漏服盐酸氨溴索片 2 次），

药物储存不当（发现 6 种过期药）

Ⅲ-26.呼吸：咳嗽（增加），咳痰量（增加，30ml/d），呼吸形态异 常（活 动 时 气

促），鼻液溢

Ⅳ-41.健康照顾督导：未能按医生的要求复诊（药物服完，症状加重）

Ⅳ-42.药物治疗方案：药物储存不当（仍存放过期药物），未能得到适当的药

物补充（自行购买另一种降糖药服用）

Ⅲ-26.呼吸：咳嗽（减少），咳痰量（6～8ml/d）
Ⅳ-41.健康照顾督导：不能配合治疗计划（因其他社交活动，2d 没做上肢运

动，没按速度要求步行）

Ⅰ-3.住宅：生活空间杂乱，通风不良（做饭时有油烟）（此问题因条件限制未

能改善）

Ⅱ-7.角色改变：非自愿的角色逆转（妻子住院，需自我照顾的同时照顾妻子）

Ⅲ-26.呼吸：咳嗽、咳痰量、颜色（白色黏液痰 20ml/d）

Ⅵ-38.个体照顾：沐浴困难（气促和怕着凉，多天未沐浴）

Ⅵ-39.物质滥用：暴露于香烟烟雾（下棋时，每天 4～6h）
Ⅳ-42.药物治疗方案：药物副作用（不良反应）证据（使用沙美特罗或氧替卡

松后忘记漱口，口腔黏膜溃疡）其他：按处方自购药物服用

Ⅲ-26.呼吸：咳痰量、颜色（白色黏液痰 6～8ml/d）
Ⅳ-41.健康照顾督导：不能配合治疗计划（2d 忘记做上肢运动）

Ⅲ-26.呼吸：咳痰量、颜色（白色黏液痰 6～8ml/d）
Ⅲ-27.循环：血压读数异常自测血压 160/80mmHg（1mmHg=0.133kPa），心率

120 次/min
Ⅵ-39.物质滥用：暴露于香烟烟雾（下棋时，采用了积极措施但未完全避免）

状况

4

2

3
4

2
3
2
2

3

2

2

4
3

3

3

4
3
3
3

4
4
4
3

4

认知

2

2

2
3

3
2
2
2

3

2

2

4
3

3

3

4
3
3
3

5
4
5
2

4

行为

3

2

2
3

1
1
1
2

2

1

2

4
3

2

2

4
3
2
2

4
3
5
3

4

共同目标

在护士指导下执行 6 周的家居疾

病自我管理综合康复计划

正确使用吸入药

改善家居环境消除危险因素

每天步行 30min 和做上肢运动

盛痰液容器加盖

减少被动吸烟

按医嘱服药及处理过期药物

监测痰液量和性质的变化

回院复诊

继续每天步行和上肢运动

处理过期药物

按要求坚持每天步行 30min 及做

上肢运动

采用无烟做饭

寻求女儿帮助提供照顾和改善家

居环境

监测咳嗽、咳痰量、颜色的变化

沐浴时采用应对气促和节能技巧

逐渐减少被动吸烟时间

每次吸入沙美特罗或氧替卡松后

漱口

继续执行家居综合康复计划

定时间、定部位测量血压，必要时

到医院就诊

逐渐减少被动吸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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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师、病房护士、医院和护理管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了转诊的

路径；护士在护理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咨询专业人员的意

见。 出院时，将就诊、急诊和住院的绿色通道信息卡给患者，

当患者病情发生变化时，可迅速获得医护帮助。 在护理过程

中，护士与患者议定并实施共同制订的护理目 标，当 患 者 出

现问题时进行各方的协调。 如患者因需要在自我照顾同时，

照顾住院妻子而感到力不从心，护士说服患者改变不愿增添

女儿负担的想法，寻求女儿的帮助；又如当患 者 没 有 按 时 复

诊，药物得不到及时补充而使症状加重时，协 调 安 排 患 者 回

院复诊。

2．6 监测

监测提供了评估和 评 价 健 康 问 题 以 及 护 理 干 预 和 疾 病

自我管理的依据。 患者自我监测咳嗽、咳痰、气促等症状和体

征的变化，测量并记录体温、血糖和运动前后 的 气 促 和 测 量

指数，以及监测药物治疗的作用和副作用。 按要求完成项目

行动计划手册的填写，并及时向护士汇报。 护士通过访视时

的现场观察、检查和测量及电话随访追踪，监 测 患 者 的 认 知

和健康状况的变化及行为修正情况。

2.7 护理评价

护士在每次评估患者的健康问题的同时，就每个健康问

题患者在干预前的认知、行为、状况给予评分，1分代表最差，

5分代表最好。 持续评价的结果反映了健康问题的结局和改

善情况。 在整个护理过程，护理评估确定了该患者现存的10
个健康问题，至完成6周干预前的最后一次评估，除了新发现

的循环：血压读数异常、心率过快问题，其他问题都得到了解

决或改善（表1）。 同时患者的活动耐力、生活质量、自我效能

均得到改善。 6min步行距离增加了56m，西雅图慢性呼吸疾病

问卷的生理功能、情绪功能、应对技能和照顾 满 意 度 分 量 表

的 得 分 分 别 提 高 了10.52、6.66、4.17和25分 ，COPD
自我效能量表的总分提高了0.5分， 这些改善均达

到或超过其相应的具临床意义的最小改善值。 疾病

自我管理的13项必备知识和10项必 备 技 能 得 分 均

有不同程度提高， 并达到基本认知或基本掌握 以

上的水平， 特别是熟练掌握了步行和上肢运动 这

两 项 重 要 的 康 复 训 练 技 能。 出 院 后1年 内 住 院 次

数由过去1年的6次减少至2次。

3 小结

本个案的护理采用了由研究 项 目 建 立 的 标 准

化护理方案，在确保护理成效的同时，使护士在执

行护理的过程有明确的指引。 护理实施由经过专项

培训的护士负责，她们目标明确，并具备开展COPD
延续护理的核心能力 ［3］，从而能够保证护理措施的

切实执行。 护理活动参照美国奥马哈家访协会发展

的 奥 马 哈 系 统 ［8］构 建，向 患 者 提 供 了 涉 及 环 境、生

理、心理社会、健康相关行为方面的全方位护理照

顾；护士在全面评估患者需要的基础上，进 行 个 体 化 的 健 康

教育、指导和咨询、治疗和程序、个案管理和监测，并 持 续 评

价护理成效。 患者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积极参与，与医护人员

密切配合，目标明确地执行以循证证据设计的家居疾病自我

管理综合康复方案。 因此，促成了高质量的 护 理，并 获 得 临

床、功能、成本和满意度方面的护理成效。 总而言之，实施以

循证为基础的标准化护理干预方案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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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刘晓联）

表 2 COPD 疾病自我管理必备知识和必备技能

1）本患者不适用

必备知识

1.疾病的名称和特征

2.主要病因

3.典型症状和体征

4.疾病自我照顾的重要性和常识

5.家庭康复的意义和方法

6.药物治疗

7.症状急性加重及其应对

8.《COPD 康复之旅行动计划手册》的使用

9.戒烟的方法（适用者）1）

10.饮食与营养

11.日常生活的安排和节省体能的方法

12.户外或消闲活动

13.寻求医疗帮助和与健康服务资源利用

14.身心松弛

必备技能

1.步行

2.上肢运动

3.有效咳嗽排痰技巧

4.减轻气喘的方法

5.体温的自我监测

6.气雾剂使用（适用者）

7.轻易吸入器使用（适用者）1）

8.准纳器使用（适用者）

9.漩涡式吸入器使用（适用者）1）

10.吸入器的清洁和保养（适用者）1）

11.安全使用家庭氧疗（适用者）

12.缩唇呼吸（适用者）

13.日常活动的呼吸配合（适用者）

14.肌肉松弛练习（适用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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