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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起病缓慢，病程较长，存在持续的呼吸道症状伴有不可逆的气流受限，患者易出现抑

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叙事护理是叙事医学的延伸，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护理

服务理念，通过采用叙事心理治疗技术引导患者叙述自己的故事，建立起与患者之间的信任与沟通，从

而使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加强疾病管理，促进护患关系和谐。本文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叙事护

理的应用进行综述，旨在为提高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护理质量提供参考，为医护人员为其开展心

理干预与护理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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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has a slow onset, a long course, and persistent respi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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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 accompanied by irreversible airflow limitation. Patients are prone to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Narrative nursing is an 
extension of narrative medicine,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nursing service concept. By using 
narrative psychotherapy techniques to guide patients to tell their own stories, it establishes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patients, thereby reigniting their hope for life, strengthening disease man-
agement,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
tion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medical staff to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nursing 
practice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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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以小气道阻塞和呼气流速降低为特征的肺部疾病。COPD 是我国第

三大死亡原因，预计至 2030 年，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1] [2]。因 COPD 周期长、反复迁延不愈，

患者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进一步影响生活质量[3] [4]。研究发现，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能

缓解老年 COPD 患者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5]。叙事护理

是护理人员对患者讲述的故事倾听、回馈、反思，帮助患者实现生活、疾病故事意义重构，并发现护理

要点，继而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一种见证、理解、体验和回应病人疾苦境遇的护理实践模式[6]。针对

叙事护理在此类疾病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对 COPD 患者中叙事护理的应用进行初步总结，旨

在为 COPD 患者的护理提供理论依据。 

2. 绪论 

2.1. 研究背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不容忽视的

一大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COPD 的核心病理特

征包括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如慢性咳嗽、咳痰、气促等)、气流受限现象，以及肺功能的不可逆性下降。世

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统计数据明确指出，COPD 已跃居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其对公共健康安全以

及患者个体生活质量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7]。 
尽管现代医学在 COPD 的诊断技术、治疗手段以及康复策略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例如精准的肺功能

检测、靶向药物的研发以及个性化的康复计划等，但在实际疾病管理中，患者存在很多困扰，如病情时

常呈现波动性，导致患者长期遭受身体不适、活动能力受限以及社会功能退化的困扰，进而影响患者的

心理健康，降低了其对治疗的期待值和应对疾病的能力[8]。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传统的医学干预之外，

创新并完善护理服务模式，提供更加全面、人性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以帮助 COPD 患者有效

应对疾病带来的身心挑战，成为当前护理学界亟待深入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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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叙事护理的概念及内涵 

叙事，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讲故事用于医学护理中就是倾听病患或医护叙述他们有关疾病的境遇

和疾苦体验的故事[7]。叙事护理源于叙事医学，是叙事医学在护理领域的重要延伸。护理人员倾听患者

的故事，让患者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诉说内心的痛苦和需求，帮助患者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并引导

患者对自身故事多角度思考，发掘自身潜在力量，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御和对生活的信心，有助于提供全

方位的整体护理。与传统的心理护理模式不同，叙事护理强调以讲故事的方式解决来访者心理问题，重

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问题外化从而解构问题，重述新的生命故事框架。 

2.3. 叙事护理在 COPD 患者护理中的重要性 

2.3.1. 提升患者心理健康 
COPD 患者由于长期受疾病折磨，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困扰，如抑郁、焦虑、绝望等，这些心理问题

不仅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体验，还可能阻碍其对治疗的配合度，影响疾病的预后[8]。叙事护理通过倾听患

者的故事，引导其表达内心情感，帮助患者重构疾病意义，从而改善其心理状态，增强面对疾病的勇气

和信心。已有研究表明，叙事护理能够显著降低 COPD 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2.3.2. 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 
治疗依从性是影响 COPD 患者疾病控制及预后的重要因素。叙事护理通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增

进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理解与认同，有助于提高其遵医行为[9]。叙事过程中，护理人员可以深入了解患者

对疾病的认知、对治疗的态度以及生活中可能影响治疗依从性的种种因素，从而针对性地提供支持与指

导，促使患者更好地遵循治疗计划，如坚持服药、定期复查、积极参与康复训练等。 

2.3.3. 优化患者生活质量 
COPD 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疾病本身及伴随的心理、社会问题的多重影响。叙事护理不仅关注患者

的生理症状，更注重其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通过引导患者讲述疾病经历、生活故事，护理人员能够识

别患者在疾病管理、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困难与需求，进而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10]。叙事护理有助于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等，全方位提升其生活质

量。 

3. COPD 患者叙事护理的需求现状 

COPD 作为一种与年龄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患病率与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与人口老龄化

趋势同步增长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 40 岁之后，COPD 的患病率呈现出显

著的指数式上升，反映出老龄人口在 COPD 疾病负担中占据主导地位[11]。老年人是 COPD 防治工作的

重点人群。大量研究证据表明，COPD 患者普遍存在抑郁情绪和焦虑症状，这些负面心理状态相互交织，

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身心痛苦[12]。 
面对 COPD 患者显著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被视为重要的干预手段。研究显示，有

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如亲友、社区、专业服务机构等提供的物质援助、情感慰藉、信息共享等，有助于减

轻患者的心理负担，降低抑郁发生率[13]。 
近年来，随着叙事护理理念的普及与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护理人员开始认识到其在 COPD 患者

护理中的独特价值。已有研究证实，叙事护理能够有效缓解 COPD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升其自我管

理能力[14]。这一结果表明，叙事护理不仅满足了 COPD 患者在生理护理层面的需求，更在心理护理层

面提供了有力支持，契合了现代护理模式以人为本、全面关怀的核心理念。因此，深入研究叙事护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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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现状，探讨其具体实施策略与效果评估，对于优化 COPD 患者的护理服务，提

升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4. 叙事护理在 COPD 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4.1. 叙事护理对 COPD 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COPD 患者在病程中往往面临着生理功能的持续衰退，体力活动下降，以及长期的医疗支出，患者

极易产生一系列消极心理反应，如自卑感、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等，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自杀意念。针

对这一问题，李爽等人[15]进行了针对老年 COPD 患者的研究，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接受个性化叙事护理干预，即根据叙事收集的资料，挖掘其中的富有意义且积极的

叙事，干预 4 周后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为[(44.87 ± 1.62)]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

为[(30.00 ± 2.95)]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5.25 ± 1.98)]分和[(55.25 ± 3.08)]分。这充分证明了叙事护理对

于改善 COPD 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具有显著效果。由郑芬芳等人[16]开展的研究中，68 例 COPD
患者接受了叙事护理干预，即引导患者叙事，挖掘叙事内容，整理问题点，3 个月后结果显示，干预组的

抑郁焦虑程度及生活质量明显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黄蒙的研究也证实了对老年 COPD 患者增加叙事护

理，不仅能有效缓解其负性情绪，也能显著改善患者对疾病的应对态度和应对方法，从而影响其预后[17]。 
从此可见，叙事护理在调整 COPD 患者心理状态方面展现出显著价值。它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还能积极引导患者正视疾病，增强其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从

而实质性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叙事护理的应用，无疑为改善 COPD 患者的心理状况、提升其整体护

理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4.2. 叙事护理对 COPD 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COPD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特征在于持续存在的咳嗽、咳痰、喘息等呼吸道症状，这些症状不仅

给患者带来生理上的不适，也对患者的夜间休息产生显著影响，使得许多 COPD 患者饱受睡眠质量下降

之苦。 
针对这一问题，李冰玉等[18]对 48 例老年 COPD 患者进行了叙事护理干预，通过积极的叙事，与患

者交谈，帮助患者重拾信心，分别于 2 周及 4 周后观察，发现接受叙事护理的患者在干预后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评分两次都明显低于未接受叙事护理的对照组的，揭示了叙事护理对改善 COPD 患者睡眠质量

的积极作用。黄慧等[19]的研究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根据患者心理特点引导患者叙事，解决其

心理问题，并同样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价，结果与李冰玉等人的

研究一致，即观察组在接受叙事护理后，其睡眠质量显著优于仅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可见，叙事护理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在 COPD 患者中应用时，不仅能显著改善其心理状

态，还能够切实提升其睡眠质量，为改善这类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一系列研究为临

床护理实践中推广和应用叙事护理以改善 COPD 患者的睡眠质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3. 叙事护理对 COPD 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心理效能感的影响 

COPD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病程长、需长期服药的特点，加之疾病对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往往

导致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服药依从性问题。颜丙俊[20]关于康复护理干预在老年 COPD 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揭示了这一现象，指出慢性病患者因上述原因而对治疗方案的遵守程度有所降低，

影响了疾病的控制与管理效果。谢俊玲等[21]学者选取了 40 例 COPD 患者作为研究组，实施个性化叙事

护理，包括 4 个疗程，每疗程持续 1 周，期间进行 2 至 3 次、每次 30 至 40 分钟的护理干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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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接受叙事护理的研究组患者在自我护理能力和健康行为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升，

显示出叙事护理对增强患者自我效能感的积极作用。张丹等[22]针对 38 例急性期 COPD 患者进行了为期

约 6 周、共 4 次的叙事护理干预。研究发现，干预后叙事组患者在出院 4 周、8 周、12 周时的运动依从

性评分均高于仅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说明叙事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运动疗法等康复措施的依从

性，有利于疾病恢复。何淑美等[23]的研究证实了个性化叙事护理能够提升 COPD 患者的心理效能感，

使其更积极地配合治疗，进而改善肺功能，减轻病情。张文文等[24]的研究中，50 例慢阻肺患者被纳入

观察组接受叙事护理干预，即每周两次与患者进行面与面的交流，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呼吸

症状、活动能力、疾病对日常生活影响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组，表明叙事护理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及疾病相关症状。林蓓蓓[25]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叙事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增强面对疾病的心理韧

性，积极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有效缓解心理问题，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因此，叙事护理不仅有助于

改善患者的生理症状和生活质量，还能从心理层面助力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增强其治疗信心，从而实现

全面、有效的疾病管理。这些研究结果为临床护理实践中广泛应用叙事护理以改善 COPD 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和心理效能感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4. 叙事护理促进护患关系 为护士提供健康教育新方法 

谢霖等[26]在 2016 年 11 月关注到一名老年 COPD 患者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绪与消极心态，甚至根

据其行为特征推测其可能存在自杀倾向。面对这一情况，护理团队迅速采取了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立即

上报，加强安全防范，其中叙事护理发挥了关键作用，即引导患者回忆愉快的往事，唤起病人对以往生

活的怀念。这一案例充分展现了叙事护理在处理复杂心理问题、预防自杀风险以及提升患者心理健康方

面的独特价值。这种注重情感共鸣的叙事护理方式，让患者在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的同时，更愿意积

极配合治疗，遵从医嘱，从而提高了治疗效果。 

5. 叙事护理在 COPD 患者中的应用方法实施 

5.1. 建立信任关系 

在实施叙事护理的过程中，构建稳固、互信的护患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护理人员应以真诚、

尊重和共情的态度与患者展开沟通，充分展示对患者个体经历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言语表

达上，更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体现出来，如在与患者交谈时保持专注的眼神接触，适时的点头示意，以

及在患者讲述过程中适时给予回应，以表明自己正在用心倾听[27]。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鼓励患者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疾病经历、生活困扰和内心感受，在倾听的同时，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开

放式提问引导患者深入阐述某些关键细节，如询问患者在疾病发作时的感受、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对未来

的担忧等。此外，适时的肯定性反馈也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如对患者的勇敢面对、积极应对等

行为表示赞赏，或者对患者所描述的痛苦、困惑表示同情和理解，让患者更愿意打开心扉，分享自己的

故事。通过上述方式，护理人员可以营造一个安全、接纳的交流环境，让患者感到自己在讲述过程中是

被尊重、被珍视的[28]。这种氛围不仅有助于患者更真实、更深入地表达自己，也有利于护理人员更准确、

更全面地理解患者的需求和困扰，为后续的叙事护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5.2. 挖掘故事主题 

在患者叙述疾病经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敏锐捕捉故事中的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往往涉及疾病

对患者生活的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应对策略的形成等方面。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讨，护理

人员可以帮助患者识别疾病背后的意义，揭示其内在的力量与资源，以及可能阻碍疾病管理的因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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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患者生病后感到生活缺乏意义，此时，护理人员可以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患者意识到，虽然疾

病带来了诸多困扰，但也可能激发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内在力量，如坚韧、适应力、同理心等，这些都

是他们应对疾病、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30]。此外，挖掘故事主题也有助于护理人员了解患者的心理

需求、治疗期待及生活目标，这些信息为护理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有助于他们制定更符合患者需求

的护理计划，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 

5.3. 引导反思与重构 

在深入了解患者故事的基础上，护理人员需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帮助患者进行深度反思，从新的角

度审视疾病与生活的关系。这一过程旨在挑战患者原有的消极自我认知和应对模式，推动其形成积极、

健康的观念，从而实现疾病叙事的重构。首先，护理人员可以引导患者重新审视疾病对其生活的影响。

在与患者探讨疾病带来的生活改变时，护理人员应鼓励患者看到这些改变并非全然负面，而是蕴含着成

长与适应的机会[31]。护理人员也可以借助相似病友的成功案例激发患者的希望与信心，让患者看到即使

面临相似的困境，也有可能实现生活品质的提升[32]。通过引导反思与重构的过程，患者逐渐从被动接受

疾病影响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应对、主动管理疾病的主体，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患者提升对疾病的心理适

应能力，也有助于其更好地配合治疗，提高生活质量。 

5.4. 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 

基于叙事护理过程中获取的丰富信息，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共同制定一份全面、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这份计划应包括短期与长期的目标设定，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策略，力求覆盖生理护理、心理支持、

社会适应、自我管理等多个维度。在生理护理方面，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和治疗需求，调整

用药方案以改善症状，如优化吸入药物使用方法、调整剂量或更换药物种类等[33]。此外，护理人员还可

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放松训练、心理咨询等多元化手段，提升患者的心理调适能力，增强其面对疾病

挑战的心理韧性[34]。在自我管理方面，护理人员应教育患者掌握疾病自我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如如何监

测病情、如何正确使用药物、如何调整生活习惯等。同时，护理人员应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疾病管理决策，

培养其自主管理疾病的意识与能力。最后，护理人员应定期评估护理计划的执行效果，根据患者反馈及

时调整护理措施，确保护理干预的动态适应性和有效性。这包括定期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心理状态、生

活质量等指标，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心理辅导策略、社会支持措施等，以满足患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6. 小结 

叙事不仅仅是患者的只言片语，更是饱含患者内心情感的叙述，本研究提出在 COPD 患者中实施叙

事护理干预，通过护患共同参与的叙述–倾听–分析的护理模式，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患者生理、心理

和社会活动层面上的问题，且患者在诉说过程中得到了情绪的发泄，更有助于树立患者积极面对疾病的

信心。目前针对 COPD 患者的叙事护理还处于初步阶段，缺乏进一步的研究，今后应加强该方面探索。

另外，研究者在实施叙事护理时，应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如性格特征、家庭支持和文化水平方面，制定

有针对性的叙事护理方案，以帮助患者重建对疾病和生活的信心，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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