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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延续护理对持续正压通气（CPAP）治疗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

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方法 用OSAHS、CPAP、延续护理等有关检索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

库、万方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中的文献，用软件RevMan5.4对纳入文献进行Meta分析。结果 纳入7篇文献639例

患者，文献质量评价均为B级，Meta分析显示延续护理明显提高CPAP治疗OSAHS患者依从性及疗效。结论 延续护

理可明显改善OSAHS患者依从性，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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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ing nursing on compliance and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a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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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ing nursing on compliance and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 Methods The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on

CNKI, VIP, Wanfan and PubMed databases using search words such as OSAHS, CPAP, continuing nursing, and the like. The

meta-analysis of literature included was performed by RevMan5.4 software. Results Seven articles and 639 cases were

included. The literature quality was graded as B.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continuing nursing reinforced the compliance

and efficacy of CPAP in patients with OSAHS. Conclusion The continuing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liance and efficacy of CPAP in OSAHS.

Key words: continuing nursing;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Meta analysis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是

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成人患病率约为 3%[1]，诊

断难度大、发病率高及不易治疗是其特征，对患者的

身心健康有极大影响。OSAHS的临床症状包括持续

反复的不规律打鼾、夜间呼吸暂停、夜间憋醒、夜间睡

眠质量差、夜尿增多、白天嗜睡乏力，甚至有出现头晕

头痛等，随着病程的延长 OSAHS患者可出现全身多

系统疾病如高血压、2 型糖尿病等，严重者可出现夜

间呼吸暂停而致猝死。目前，持续正压通气治疗

(CPAP)是重度 OSAHS保守治疗的首选方法，且治疗

效果确切[2]。传统延续护理方法如电话随访等干预下

患者CPAP的依从性较差[3]，影响疗效，因此需要采取

积极的处理措施进行干预，加强 OSAHS患者出院后

的继续护理。针对 CPAP治疗 OSAHS患者提供延续

护理的依从性及疗效情况，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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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产生了不少相关文献，但目前尚未见完整、系统

分析其应用效果的文献报道。本文通过meta分析对

CPAP治疗 OSAHS患者提供延续护理的实际效果进

行评价，旨在为 CPAP 治疗 OSAHS 患者的延续护理

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1 Meta分析研究方法

1.1 纳入论文及排除文献标准

1.1.1 纳入论文标准 （1）论文类型：采用随机对照

试验（RCT）方法研究延续性护理服务对OSAHS患者

（无合并症）应用效果且为全文发表的国内外论文；

（2）所选论文发表日期为从数据库建库始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3）文字类型：英语和中文；（4）患者类型：

OSAHS患者中接受 CPAP并同意进行延续护理服务

者；（5）处理方式：研究者为研究组提供常规护理联合

延续护理，为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延续护理方式具

体包括：为患者和家属讲授OSAHS疾病危害,实地探

访患者,不定时打电话了解患者情况,建立包括临床医

生、睡眠医师及护士的延续性护理成员小组，不定时

通过视频连接、微信、QQ等方式传授延续护理方法，

建立健康档案等；（6）结局指标：①依从性，包括CPAP

每天使用时间（小时）及使用CPAP良好患者的人数；

②疗效，包括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及 Epworth

嗜睡量表（ESS）问卷评分。

1.1.2 排除文献标准 （1）非RCT研究,包括文摘、综

述、讲座、病例报告等论文；（2）C 级质量的论文；（3）

文献资料或有数据缺失的论文,例如存在缺乏基线对

照、研究时间不明确等情况；（4）无明确结局标准的

论文；（5）非英文和中文的论文。

1.2 文献检索策略

由 2位专门从事睡眠呼吸障碍研究工作的人员，

用 OSAHS、CPAP、延续护理等有关检索词检索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VIP)、

万方数据库(WFSD)及PubMed数据库的文献，检索时

间从建库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初步筛选出 140 篇文

章，全为中文文献，无英语文献。

1.3 文献筛选

由 2 名专门从事睡眠呼吸障碍研究工作人员查

看搜索出的 140 篇论文，浏览论文标题及摘要，判断

是否符合纳排标准，排除不符入选要求的论文；然后

全文浏览经筛选挑选出的论文，判断是否达到可进一

步提取研究所需数据的标准；最后对 2名研究人员筛

选出的论文一致性进行比较，对存在异议论文，再由

主管护师或以上级别的人员进行按入排标准进行评

判，直到挑选出入排标准的论文。最后选出 7篇中文

论文，共 639例患者。对入选论文提取相关数据制成

表格，见表1。

1.4 文献质量评价

论文的偏倚风险采用 5.1.0版本的Cochrane手册

评价，选出符合入排标准的文献后，由 2 名从事睡眠

呼吸障碍研究工作的人员评估质量情况。因所选取

的论文均是医护人员直接对患者实施护理服务，故无

法实施盲法干预，入选的论文质量均为B级（图1）。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RevMan5.4软件进行 Meta分析。采取加权

均数差(WMD)反映连续性变量，采取风险比(RR)反

映计数变量，解释论文的异质性时，以 P>0.01，I 2<

50%作为标准。如纳入论文无异质性，通过固定效应

模型予以研究,否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研究数

据异质性的来源。

2 结果

2.1 依从性评价

CPAP每天使用的时间（小时）越长及使用 CPAP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丁密[4]

关红秀[5]

刘慧丽[6]

秦德莉[7]

胡小红[8]

董宪珍[9]

郭红艳[10]

发表年份

2019
2020
2016
2018
2014
2019
2019

基线资料

是否一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总例数

（观察组/对照组）

120（60/60）
92（46/46)
180（90/90)
50（25/25）
61（31/30）
60（30/30）
76（38/38）

干预

时间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干预方式

（观察组/对照组）

A+B/B
A+B/B
A+B/B
A+B/B
A+B/B
A+B/B
A+B/B

失访

例数

0
0
0
0
0
0
0

A为延续护理，B为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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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患者的人数越多表明患者依从性越高。3个月时

共纳入7篇文献[4-10]639例患者，其中实验组320例，对照

组319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CPAP每天使用的时间

（小时）和CPAP使用良好的人数两者的合并效应量P

值均<0.01。

2.1.1 CPAP每天使用的时间（小时） Chi2=52.16，P=

2，I2=96%，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WMD=

2.39，95% CI:1.77～3.01，P<0.01。见图2。

2.1.2 CPAP使用良好的人数 Chi2=5.22，P=0.16，I2=

43%,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WMD=4.82，

95% CI:0.60～1.16，P=0.0003。见图3。

2.2 疗效评价

疗效评价包括 AHI和 ESS，AHI和 ESS评分越低

表明患者疗效越好。出院3个月后疗效评分 3个月

时共纳入4篇文献[6,8-10]377例患者，其中实验组189例，

对照组 188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 AHI 和 ESS 合并

效应量P值均<0.01。

2.2.1 AHI组 Chi2=4.73，P=0.19，I 2=37%，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WMD=-6.23，95% CI:（-6.88）～

（-5.79），P<0.01。见图4。

2.2.2 ESS组 Chi2=66.35, P<0.01, I2=97%, 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WMD=-5.53, 95% CI:（-7.19）~

（-3.37）, P<0.00001。见图5。

3 讨论

OSAHS 在多方面危害人类健康，患者容易出现

缺氧、SPO2下降、CO2升高以及日间嗜睡疲劳等症状，

最后引起机体出现多个脏器损害，继发心脑肺血管并

发症。而 OSAHS需要长期治疗，这类患者要求在治

疗时需有较强的治疗依从性[11]。然而，OSAHS 部分

患者出院后治疗依从性会随着治疗进展而产生抵抗，

从而引致治疗效果不佳。本文结果显示，在实施 3个

月延续性护理后，OSAHS 患者的依从性得到明显改

善，而且是在 CPAP 每天使用的时间（小时）和 CPAP

图1 论文质量评价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Low risk of bias Unclear risk of bias High risk of bias

0% 100%25% 50% 75%

图3 出院3个月后依从性评价-CPAP使用良好的人数组

图2 出院3个月后依从性评价-CPAP每天使用的时间（小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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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良好的人数这 2个方面均有改善；AHI和 ESS评

分明显降低，OSAHS患者的疗效得到明显提高，提示

延续护理可以提高该类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疗效。

延续护理将实地探访患者、视频连接，微信或 QQ 互

动、建立健康档案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使患者在出

院后的日常治疗中获得专业性的治疗意见，从而改善

患者的CPAP依从性。通过施予系统的干预措施，帮

助患者养成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改变 OSAHS患者

的健康观念，并增强其对CPAP这一治疗方式的依从

性，使其熟练操作呼吸机，改善其呼吸状态，控制各种

并发症,提高疗效。

由于本文只纳入了 7篇论文，因此无需进行漏斗

图分析。入选的文献结果显示，对患者进行护理随访

指导期间，最常用的方式是电话随访。而随着 4G 或

5G 网络的普遍应用，我们认为也可更多地通过微信

或QQ以语音或视频的方式进行远程指导，医护人员

既能及时地对患者的困惑进行解答，也能直观地指导

患者进行无创呼吸机的操作，使患者更为便捷地学习

相关的治疗知识，与传统的电话随访方式相比，更显

个体化及人性化。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因纳入

论文的数量较少，最终的结论可能存在片面性；（2）部

分论文的方法学有缺陷，所纳入的文献中，3 篇文献

只交待了使用随机设计，但并没详细交待随机设计的

具体方法；（3）延续护理时间多数为 3个月，没有涉及

超过 12 个月的延续护理方面的数据。上述不足，有

待多中心、大样本、观察时间更长的研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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