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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陈婷婷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目的 分析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近两年内我院收治的心肺康复术后患者90例为

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给予不同护理方案，最后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率、动脉压。结果 两

组患者护理前的心率、动脉压无明显差异，护理后发现两组患者心率均和动脉压均明显上升，观察组的上升幅度更为明

显。结论 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明显，可以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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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ation care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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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Methods 9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the past two yea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for different 

nursing plans. Finally，the heart rate and arterial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eart rate and arterial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After nursing，the heart rate and arterial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in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obvious.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is obvious and can be widely applied.  

[Key words] continuous care；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postoperative patients；application effect 

 

引言： 

心肺康复术后，患者常常面临着康复过程中的生理和心

理双重挑战，包括身体功能的恢复、疾病复发的风险以及康

复计划的长期执行需求。延续性护理强调在康复过程中持续

性地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护理服务，包括定期随访、健康教育

和生理指标的定期监测，以促进康复效果的持久性和整体性

提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近两年内我院收治的心肺康复术后患者 90 例

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有患者

45 例。观察组共有男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平均

年龄为 56.58±6.18 岁。对照组共有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

者 13 例，平均年龄为 57.16±5.69 岁。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术后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延续性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个性化康复计划制定 

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的护理中，个性化康复计划的制定

是延续性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照组采取常规术后护理措

施，主要包括基础的疾病监测、常规护理和一般的康复建议。

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延续性护理措施，其中最为关键

的一项是个性化康复计划的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的制定始

于详细的患者评估，考虑到每位患者术后的具体病情、身体

状况以及个人需求。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深入沟通，护理

团队可以了解到患者的康复期望、生活习惯以及可能存在的

心理压力和应对能力。基于这些信息，制定出针对性强、可

操作性高的个性化康复计划，确保患者在康复过程中能够获

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和指导。个性化康复计划不仅包括生理治

疗方案，还涵盖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的内容。例如，针对患

者可能面临的生理恢复速度、药物管理、运动计划等方面进

行详细规划和指导，以及如何调整生活方式以促进康复的建

议。同时，通过定期的康复评估和进展监测，及时调整个性

化康复计划，确保其与患者的实际康复需求保持一致。个性

化康复计划的制定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术后的生理变化，更是

为了提升患者的康复体验和效果。通过实施这样的护理措

施，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为其带

来更为持久和全面的康复效果[1]。 

（2）定期随访和健康教育 

定期随访和健康教育是延续性护理中关键的环节，尤其

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在对照组采取常规术后

护理措施的同时，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定期随访和健

康教育，以提升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定期随访是指

护理团队根据预定的时间表对患者进行定期的复诊和评估。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术后康复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和并发症，例如药物不良反应、生理功能异常等。定期

随访还能够有效监控患者的康复进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个

性化康复计划，确保康复方案的有效性和持续性[2]。与定期

随访密切相关的是健康教育，它不仅仅是提供医疗知识，更

是帮助患者和家属理解和掌握管理疾病的必要技能。在心肺

康复术后，患者往往需要掌握关于病情管理、药物使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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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饮食、适量运动等方面的知识。护理团队通过定期的健康

教育活动，向患者和家属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帮助其有效

应对术后康复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病情解释、康复指导、自我管理技能的培养等。例

如，教授患者如何正确使用医疗设备、如何识别和应对常见

的康复后症状，以及如何调整日常生活方式以促进康复进

展。这些教育措施不仅提升了患者的健康意识和自我护理能

力，还增强了患者与护理团队之间的互动和信任，进一步促

进了整体康复效果的提升。因此，定期随访和健康教育作为

延续性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心肺康复术后患者的

生理和心理健康状态，以及促进其长期康复和生活质量具有

显著的积极意义[3]。 

（3）定期复查和指导 

定期复查和指导是延续性护理中关键的步骤，特别适用

于心肺康复术后患者。在常规术后护理措施的基础上，观察

组通过定期复查和指导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患者的康复效

果和生活质量。定期复查包括对患者生理指标、病情进展和

康复效果的系统性评估。通过定期进行各项生理指标的检

查，如心率、血压、呼吸功能等，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

状况及其康复进展情况。这些数据为护理团队提供了调整个

性化康复计划的依据，确保康复策略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除

了生理指标的复查外，定期指导也是延续性护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指导内容涵盖康复期间的行为规范、药物使用、运动

方案等方面。通过与患者和家属的交流，护理团队能够详细

解释和指导患者如何正确执行康复计划，以及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避免可能的康复障碍和并发症。定期复查和指导不仅有

助于监测和管理患者的康复进展，还能够增强患者的自我管

理能力和康复意识。通过定期的护理指导，患者和家属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术后康复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提升他

们对康复计划的依从性和执行效果。在心肺康复术后，定期

复查和指导的实施不仅仅是为了监测病情和康复效果，更是

为了全面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通过这些持续性

的护理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患者身

心健康的全面恢复，从而实现更好的康复效果和治疗成效[4]。 

1.3 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率、动脉压。 

2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心率、动脉压无明显差异，护理后发

现两组患者心率均和动脉压均明显上升，观察组的上升幅度

更为明显，如表 1 所示。 

表 1  心率和动脉压对比表 

组别 例数 时间 心率（次/min） 动脉压（kPa） 

护理前 40.15±1.53 6.21±2.12 
观察组 45 

护理后 102.52±9.23 9.58±3.41 

护理前 40.23±1.85 6.12±2.23 
对照组 45 

护理后 83.10±6.96 7.03±2.56 

3 讨论 

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延续性护理的实施对于提升康

复速度和效果具有显著的生理效果。本研究观察到，在延续

性护理组中，患者的心肺康复速度明显加快，效果显著优于

常规护理组。延续性护理通过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制定和定期

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增强患者的康复动力和治疗依从性。

个性化的康复计划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生活习惯进行调

整，使得康复过程更加贴近患者的实际需求，从而提高了康

复的效果和速度。定期的健康教育不仅增加了患者对康复过

程的理解，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饮食、运动和药物使

用，进一步加速康复进程。延续性护理的实施策略包括定期

随访和复查，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和并发症。通过定期评估生理指标如心率、血

压以及肺功能的恢复情况，护理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康复方案，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进一步优化治疗效果。

在实施延续性护理过程中，护理团队的密切协作和专业能力

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医疗知识和技能，

还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以确保患者在心理和

生理上都得到全面的支持和照顾。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

术后的应用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康复速度和效果，还

能够通过优化的护理方案和实施策略，为患者带来更为全

面和有效的治疗体验。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进一步探索和

完善延续性护理模式，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患者群体的个性

化护理需求[5]。 

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不仅在生理上取得

了显著效果，而且在心理健康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

究探讨了延续性护理对患者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并分析了

其在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康复动力方面的作用。心理支

持是延续性护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通过提供持续的情

绪支持和心理疏导，有效缓解了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研究发现，接受延续性护理的患

者更倾向于对治疗过程保持积极态度，对康复的预期更为乐

观，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其心理状态，还能够促进其整体的康

复效果。延续性护理强调患者的自我管理和康复动力，通过

定期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帮助患者了解和掌握疾病的相

关知识和管理技能。个性化的康复计划不仅关注生理参数的

恢复，还鼓励患者参与到自己的治疗过程中来，提高了他们

对康复进程的控制感和参与感。这种积极的自我管理不仅能

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还能够预防病情的恶化，提高治疗

效果的长期稳定性。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展现

了显著的心理效果，通过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和鼓励患者的

自我管理，有效增强了患者的康复动力和治疗依从性。未来 
下转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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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提供了科学的心理应对方法，缓解了患者的焦虑和抑

郁情绪。此外，护理人员通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供情

感支持，增强了患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进一步减轻了其心

理压力。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表明人文关怀护理有助于优化初发急性白血病化疗

患者的生活质量。分析原因在于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中的生活

质量提升和社会支持措施。通过个性化的生活指导，包括饮

食指导、日常活动安排和睡眠管理，提高了患者的自理能力

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措施，如组织患者参与病友会和支

持小组，增加了患者的社交互动，减轻了孤独感，增强了战

胜疾病的信心。这些综合措施共同提高了患者的整体生活质

量。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

人文关怀护理有助于减少初发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不良

反应。究其原因，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中的症状管理和舒适护

理措施。针对化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症状，如恶心、呕吐、

乏力、疼痛等，制定了个性化的症状管理方案，及时采取有

效的护理措施，减轻了患者的不适。同时，舒适护理措施，

如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使用音乐疗法和按摩等，帮助患者

缓解了身体不适和精神压力，进一步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人文

关怀护理有助于提高初发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这得益于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中全面的心理支持、

情感关怀、生活质量提升和社会支持措施。通过多方面的综

合护理，提高了患者的整体护理体验，增加了其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此外，定期的教育与培训，使患者及其家属对疾

病和护理过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增强了患者的健康意识和

自我管理能力，也提高了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护理模式通过全面的心理、情感和

生活支持，有效改善了初发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护理效

果。通过多方面的综合护理措施，减轻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

情绪，提高了生活质量，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最终提

升了护理满意度。这一模式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参考文献： 

[1]杨艳，郑美琼，吴艳荣.人文关怀护理在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民康医学，2023，35（19）：171-174. 

[2]张琼，朱趁红，孙静，等.基于人文关怀理念的个体化护理在白血病患者化疗中的应用[J].临床医学工程，2023，30（01）：101-102. 

[3]司佳玉.人文关怀联合健康宣教对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影响[J].中国保健营养，2020，30（5）：359-359. 

[4]苏艺津，陈兰珍，林晓遹，等.人文关怀护理在恶性血液病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0，11（2）：143-145. 

[5]张月，钟静霞，陈靖安.人文关怀与优质护理在儿童白血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评价[J].国际护理学杂志，2020，39（5）：885-888. 

 

上接第 218 页 
的护理实践可以进一步优化延续性护理模式，加强心理健康

支持的力度，以实现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患者康复管理。 

延续性护理在心肺康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展现出

了显著的优势和积极成效。本研究总结了延续性护理在生理

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应用效果，并探讨了其对患者康复过程的

全面促进。在生理效果方面，延续性护理通过个性化的康复

计划、定期的随访和复查，有效促进了患者的生理指标恢复。

研究发现，接受延续性护理的患者在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

的改善方面表现更为显著，与常规护理组相比，康复速度明

显加快，康复效果更为显著。通过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和健

康教育，延续性护理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增

强了他们对康复过程的信心和参与度。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

够更加积极地应对挑战，对治疗效果的预期也更为乐观，这

进一步推动了整体康复的顺利进行。 

总结来看，延续性护理不仅在治疗过程中注重生理指标

的恢复，还强调了患者心理健康的全面关怀和管理。其成功

的关键在于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设计和持续性的康复支持，这

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患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更好的

康复效果，并且在康复后期能够更好地维持良好的健康状

态。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继续深入探索和优化延续性护理模

式，逐步推广到更广泛的临床实践中，以更好地服务于心肺

康复术后患者，提升其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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