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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效果评价 

罗海燕  杨艳华 

（普洱市人民医院  云南普洱  665000） 

【摘  要】目的 研究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本院接诊老年慢病患者24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慢病管理）和观察组（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各120例，比较护理管理效果。结果 在

慢性病治愈率、情绪状态改善情况、慢病管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均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 建议在开展老年慢病

管理时应用中医护理适宜技术，以此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促使其机体不适及心理负担得到减轻，患者可以获

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不良情绪改善明显，且患者对慢病管理较为认可，可以做好配合，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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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appropriate techniques of TCM nurs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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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ropriate TCM nursing techniques in elderly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Methods A 

total of 24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conventional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and an observation 

group（appropriate TCM nursing techniques），with 120 cases in each group，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management.Results In terms of chronic disease cure rate，improvement in emotional state，and satisfaction with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the observation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appropriate TCM nursing techniques in elderly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as thi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symptoms，alleviate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psychological burden，achieve more ideal treatment outcomes，significantly 

improve negative emotions，and enhance patient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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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

方式也出现了较多的改变，而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其出现慢

性病的风险不断增加，所以要做好老年患者的慢病管理，更

好地对其身心健康加以保障，促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1]。为此，可尝试引入中医护理适宜技术，这是中医药技术

的一种，其核心优势在于具有“简、便、效、廉”的特点，

结合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护原则，可以有效改善老年患者

的疾病症状并提升其生活质量。同时，其安全性较高，干预

效果理想，患者不必花费较多的治疗费用，且操作手法简单，

便于实施。此外，其涵盖范围相对广泛，有着较为悠久的发

展历史，可以起到扶正祛邪的效果，故建议将其应用于慢病

管理，以此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使其获得理想

且全面的康复护理，帮助患者的身体功能逐渐恢复正常[2]。

为此，本文重点探究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

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本院接诊老年慢病患

者 24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20 例。

对照组：男女人数 65：55，年龄 57-84（64.2±2.7）岁。观

察组：男女人数 66：54，年龄 58-83（64.4±2.3）岁。两组

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慢病管理，主要包括：（1）护理人员

要留意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做好观察，若有特殊情况发生

需及时通知医生进行处置。遵照医嘱科学开展护理操作并指

导患者用药，对患者用药后的情况进行观察。对于床旁交接

班制度，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执行，规范各项护理操作，做好

工作交接[3]。（2）做好患者的口腔护理、压疮预防护理、管

道护理、安全护理等，确保患者获得良好的护理体验感，保

障患者的机体舒适度，提示其选择适宜的功能体位。（3）基

于患者的疾病状况，护理人员要做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帮

助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引导其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并注

意加强专科护理，做好各项风险评估。（4）针对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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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护理人员要尽量予以满足，保障患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证患者机体的干净整洁[4]。护理人员要为患者提供必要的

帮助，协助其正确使用便器，或顺利穿脱衣物。另外在患者

进食或饮水时，护理人员也需要提供适当的帮助。 

观察组：采用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具体如下： 

（1）耳穴贴压（治疗失眠）：取穴神门、心、垂前穴，

消毒耳廓后，于穴位处以王不留行籽进行贴压，每次选择一

耳，两耳交替选择。按压频率：1 次/d，5min/次，按压力度

应慢慢增加，以耳廓位置出现微微酸胀、热痛为宜[5]。护理

人员可对患者进行指导，令其于早晚进行自主按压，2 次/d。

要确保耳部皮肤保持干燥的状态，以免其出现胶布过敏，1

个疗程为 5d，持续治疗 2 个疗程。 

（2）中药离子导入治疗（治疗腰背痛、颈肩痛、四肢

关节疼痛）：对理疗电极片进行使用，将其在患者疼痛严重

位置放好，利用中频治疗仪开展治疗，1 次/d，20min/次，1

个疗程为 7d。 

（3）中药塌渍治疗（治疗颈椎病、肩周炎、类风湿性

关节炎）：这是传统中医疗法的一种，在进行操作时，将中

药煎煮或浸泡后的药液或药渣敷于患者患处，借助药物渗透

和温热作用，可以达到活血化瘀、消炎止痛、舒筋通络等效

果[6]，临床常用于治疗局部疼痛、肿胀及软组织损伤患者。 

（4）穴位贴敷（治疗便秘）：选穴神阙穴，患者体位选

择仰卧位，暴露脐部，但同时要做好保暖工作。清洁操作区

域，以 0.9%氯化钠溶液进行清洁，随后开展中药贴敷。药

方：芒硝、生大黄、冰片、枳实各 10g。在贴片上均匀铺好，

随后进行轻按，方向为顺时针，要注意控制好力度[7]。通常

贴敷 4h/次，基于患者症状的改善程度可适当增加贴敷次数。 

（5）中药封包治疗（治疗骨关节炎、腹痛、背寒等）：

这是一种结合中药外敷与温热疗法的传统中医外治法，在进

行操作时，将特定的中药材制成药包，加热后敷于患者患处，

利用温热效应和药物渗透作用，可以达到活血化瘀、消肿止

痛、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等效果，临床常用于缓解肌肉关节

疼痛、腹痛、痛经、背寒、炎症及寒湿病症。 

1.3 观察指标 

①慢性病治愈情况：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

行评估，治愈：症状完全转好；好转：症状显著改善；未愈：

症状未有转好。对治愈及好转人数占比之和进行统计。②情

绪状态：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进行评估，得分越低，则情绪状态越佳。③慢病管理满意度：

以本院自制量表进行评估，涉及 3 个方面，护理接受度计

0-35 分，症状缓解度计 0-40 分，护患交流计 0-25 分，总

计 100 分，量表正向计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数据，计数数据、计量数据记

为[n（%）]、（ sx  ），行 2x 检验、t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慢性病治愈率比较 

见表 1。 

2.2 两组情绪状态比较 

见表 2。 

2.3 两组慢病管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1  两组慢性病治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失眠 腰背痛/颈肩痛/四肢关节疼痛 颈椎病/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便秘 骨关节炎/腹痛/背寒

对照组 120 67（55.83） 69（57.50） 75（62.50） 71（59.17） 61（50.83） 

观察组 120 98（81.67） 107（89.17） 119（99.17） 108（90.00） 88（73.33） 
 2x   22.41 42.14 81.64 48.92 15.92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情绪状态比较（ sx  ，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120 16.52±2.41 10.23±1.35 14.81±1.36 10.35±1.54 

观察组 120 16.42±2.32 7.56±1.07 15.03±1.62 7.61±1.45 

t  0.05 4.23 0.26 4.01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慢病管理满意度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接受度 症状缓解度 护患交流 满意度 

对照组 120 28.45±3.02 32.15±2.83 20.45±2.76 80.93±7.21 

观察组 120 31.07±2.15 36.54±2.84 23.72±1.75 91.36±5.63 

t  4.34 4.65 4.02 10.87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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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会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存在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要重

视对于老年患者的慢病管理[8]。老年患者具有体弱的特点，

且合并较多基础疾病，同时患病时间较长，所以出现负面情

绪的风险较高，还容易出现失眠、眩晕、咳嗽等并发症[9]。

相关研究提示，采取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如耳穴贴压、穴

位贴敷等，可以为老年患者提供有效的帮助，促使其失眠、

腰背痛等常见健康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实际干预效果较为理

想。 

结果显示，在慢性病治愈率、情绪状态改善情况、慢病

管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均好于对照组，P<0.05。对研究结

果进行分析，在中医理论中，失眠被归入“不寐”的范畴，

由于脏腑功能发生失调，气血出现失和的情况，以致疾病发

生，患者会有心神不安等症状出现。通常临床多选择药物治

疗，并辅以常规护理，不过患者用药后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

不良反应，如疲乏、头晕等，还可能会面临嗜睡的问题，对

患者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耳穴贴压可以对所选穴位产生刺

激，以此帮助对经络进行疏通，对脏腑进行调理，并能发挥

调理气血的效果，也有助于宁心安神，促使患者的睡眠质量

得到改善。腰背痛、颈肩痛在中医理论中被归入“痹症”的

范畴，往往是因为气血出现痹阻，脉络不通畅导致局部出现

酸麻胀痛，并且会限制患者的机体活动。一般临床多选择借

助非甾体抗炎药物对这类患者进行治疗，不过患者用药后容

易产生胃肠不适，治疗局限性明显。对此，可选择使用中药

离子导入治疗，其能帮助活血祛风，还有助于化湿止痛，以

此能帮助改善患者的各项症状，促使患者的机体不适得到减

轻[10]。在中医理论中，肩周炎属于“肩痹”的范畴，疾病的

发生是因为患者机体的气血出现凝滞，阳气不布，脉络阻塞

以致肩部产生疼痛感，肩关节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

制。臂丛麻醉下手法松解术是临床使用概率较高的一种治疗

方法，手术完成后对患者开展常规护理，引导患者开展康复

锻炼，借此帮助患者逐渐恢复正常的肩关节功能[11]。不过，

在开展康复锻炼的过程中，患者的机体疼痛感较为显著，而

这容易影响患者的依从性，以致其不能配合康复锻炼的开

展，实际的恢复效果不够理想。通过开展中药塌渍治疗，可

以起到活血化瘀的效果，有助于消炎止痛，可以起到舒筋通

络的效果，患者的机体疼痛可以得到缓解，肩关节功能也能

慢慢改善。而在胃肠道疾病中，便秘是较为多见的一种症状，

老年患者的发生风险相对较高，对其起病机制进行分析，是

因为大肠传导失司，并且肺、脾等脏腑的功能发生失调，以

致疾病产生。对此可选择穴位贴敷，于患者脐部位置对药物

进行外敷，以此可帮助疏通经络，改善机体血液循环，同时

能促使腹胀等问题得到缓解[12]。骨关节炎的起病机制为肌肤

筋脉出现失养，气血发生阻滞，以致关节出现疼痛、肿胀，

关节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可通过中药封包治疗来帮助舒筋活

络，并且也有助于活血，还可消肿止痛，能实现祛风散寒的

效果。 

综上所述，建议在开展老年慢病管理时应用中医护理适

宜技术，以此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促使其机体不

适及心理负担得到减轻，患者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

果，不良情绪改善明显，且患者对慢病管理较为认可，可以

做好配合，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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