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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护理对老年慢性病的自理能力的影响分析 

张学红  程艳锋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临床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  83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连续性护理模式的效果以及在改善患者的自理能力方面的积极影响。方法：

选择2022年1月—2023年1月间我院曾接收的老年慢性病患者124例，将这些患者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临床治疗中给

予其相应护理干预，对照组中患者选择的护理方式为常规护理，而观察组中患者选择的护理方式为连续性护理，对比观

察两组的效果。结果：在护理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行抑郁评分与焦虑评分，评分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评分有所改善，

但观察组患者的改善程度与对照组相比更高；护理前与护理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行自理能力评分，评分结果表明观察组与

对照组患者的评分都有所提升，但观察组患者评分提升更高；护理结束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为95.2%，而对照组中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为74.2%，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两组患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结论：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与护理中应用连续性护理模式可以得到满意的效

果，有助于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负担，从而提升临床护理满意率，可

以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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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ontinuity of care on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Zhang Xuehong  Cheng Yanfeng 

（The Fourth Affiliated Clinical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830000）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the continuous care model in the clinical care of elderly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in improving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Methods：choose between January 2022-January 2023，our 

hospital has received 124 elderly chronic patients，the patients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give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control group patients choose nursing way for routine care，and the way of care，

contrast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Before and after the nursing care，Depression scores and anxiety scores 

were performed for both groups，The scoring results showed an improvement in the scores in both groups，However，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Self-care ability was 

scored before and after care，The scor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cores in both the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patients，However，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End of nur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Whil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4.2%，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tient groups. 

Conclusion：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lderly chronic diseases and nursing application continuity nursing mode can get 

satisfactory effect，help to alleviate the patients 'bad mood，improve patients' life self-care ability，reduce the burde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to improve clinical nursing satisfaction，can be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lderly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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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是临床上比较多见的一类疾病，尤其在老年人群

体中更容易出现，这一疾病的特点就是迁延不愈，同时很多

老年患者会患有焦虑、压疮以及失禁等各种并发症，这些情

况的存在会造成患者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由于这些问题的存

在，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中，不但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

对症治疗，还需要给予其有效的临床护理，通过有效的护理

干预，使患者的自理能力提升，这对减轻患者的家庭负担以

及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十分有利。连续性护理作为近几年来

出现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在慢性病护理中的应用展示出理

想的成果，相比于常规护理更加有效。为进一步探究在老年

慢性病护理中连续性护理对患者的自理能力产生的积极影

响，本文特选择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间我院曾接收的

老年慢性病患者 124 例，分别给予其常规护理与连续性护

理，对比观察两种护理模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中选择的所有对象都来自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间我院曾接收的老年慢性病患者，从这些患者中抽取

124 例参与研究，并且将这些患者分成两组，分别表示成观

察组与对照组。在对照组中收入的患者共有 62 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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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人数为 32 例，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30 例，其年龄都在

54—75 岁，平均年龄为 64.5±2.5 岁，患者的疾病类型为 22

例心血管疾病，20 例消化系统疾病，另外 20 例为呼吸系统

疾病。在观察组中的患者总数量为 62 例，这些患者中的男

性人数与女性人数各有 31 例，患者的年龄区间为 53—74

岁，年龄平均值为 65.2±2.2 岁，该组患者的疾病类型构成

为 24 例心血管疾病；21 例消化系统疾病，另外 17 例为呼

吸系统疾病。在年龄、性别与疾病类型方面比较两组患者的

情况，其差异并不是十分明显，表示两组患者的比较有意义。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之后均根据患者的不同疾病类型给予

其相应的临床治疗，并且给予其相应的临床护理干预。在临

床治疗中，对照组选择实施常规护理模式，其具体内容及方

法如下。在患者出院之间，将出院之后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对患者详细讲解，并且将健康知识手册发放给患者及其家

属，告知患者仔细阅读健康知识手册，根据手册中宣传的知

识预防疾病的发生。另外，作为护理人员，要通过电话形式

对患者定期进行随访，通过询问患者随时了解患者的疾病发

生情况，对患者提出的疑问必须要耐心细致地给予指导与解

答[1-2]。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连续性护理模式，

其具体操作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构建专项护理小组。专项护理小组的构建是连续

性护理模式得以实施的基础，也是基本前提。对于专项护理

小组的构建，其中包括 1 名医师、1 名护师与 5 名护士，这

些人员共同组建慢性病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共同实施连续性

护理干预。在真正开始进行护理之前，护理人员需要依据不

同患者的情况及具体病情进行护理档案的构建并完善，在档

案中对患者的个人生活习惯以及病史进行详细记录，对患者

的各种护理需求充分了解，针对患者的饮食习惯以及情绪状

态等各个方面制定出具有全面性的连续性护理计划。在具体

落实连续性护理的各项操作时，护理人员可以针对患者的实

际需求对各方面的护理内容适当合理地进行调整，以保证护

理操作可以更好符合患者的情况及需求，确保护理达到更满

意的效果。 

其次，每周都要选择特定时间堆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培

训。在连续性临床护理干预中，作为专项护理小组人员，需

要组织相同疾病的患者实施集中培训，也可以组织相同疾病

的患者建立微信群实行线上沟通，每周至少都要开展一次健

康教育活动，通过交流活动使不同的患者时间针对疾病预防

知识以及生活习惯进行相互交流，从而使患者的社会功能可

以有效提升，有利于患者疾病的预防。 

第三，在连续性护理模式的实施中，为真正实现连续性，

护理小组每间隔 2 个月时间都需要进行一次家庭随访，在随

访过程中对患者的居住环境进行评估，对患者的家庭护理具

体落实情况进行观察，并且对患者子女的工作情况进行分

析，了解患者家属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关照情况等有关内容
[3-4]。 

第四，在将患者的实际护理情况确认之后，护理人员要

依据患者的具体家庭状况，对护理方式进行合理调整，以使

得护理方式更适合患者。作为护理人员，在与患者家属开展

沟通交流时，需要嘱咐家属与患者每天都进行交流，交流时

间应当控制在 30min 以上，其目的就是保证患者得到充分的

家庭支持，同时，护理人员还要告知患者家属在家庭中尽可

能保持良好家庭氛围，以防止患者出现比较大的情绪变化，

让患者保持愉悦的心态。 

第五，若患者需要再次入院治疗，则在患者出院之前的

一周需要对患者实行护理评估，在确定患者情况及状态之

后，制定出科学详细的护理方案，在患者结束治疗并且出院

之后的每个月都需要对患者上门随访，每周都需要进行不少

于三次的网络随访或者电话随访，对患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要

及时进行解答，并且需要对患者实施有效护理指导[5-6]。 

1.3 观察指标 

在护理期与护理后分别以抑郁评分量表与焦虑评分量

表对患者抑郁与焦虑情况进行评分，并且对比观察两组患者

护理前后的变化；在护理前与护理后进行患者进行自理能力

评分，并且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变化情况；在护理结束之后，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21.2 对患者的护理结果有关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对结果中的抑郁焦虑评分、自理能力评分等

数据通过均数±标准差进行表示，对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数据

以%表示，并且对这些数据分别实行 t 检验与χ2 检验，以 P

＜0.05 表示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两组患者的抑郁与焦虑评分变化 

在护理前与护理后分别对患者以抑郁自评量表与焦虑

自评量表进行抑郁评分与焦虑评分，评分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与对照组患者的评分都得到改善，但观察组患者评分改善

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之间具体比较情况如下表：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2 48.5±5.5 18.5±2.3 42.6±8.4 19.4±2.8 

对照组 62 48.2±4.6 26.4±2.6 41.8±8.2 31.4±3.1 

P  ＞0.05 ＜0.05 ＞0.05 ＜0.05 

2.2 观察两组患者的自理能力评分变化 

在护理前与护理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行自理能力评分，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前与护理后的自理能力评分分别为

65.4 ±8.5 分、92.6±11.6 分，而对照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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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别为 65.8±8.4 分、74.8±8.8 分，这表示观察组患者的

自理能力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2.3 观察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在经过护理之后，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进行统计分

析，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为 95.2%，而对

照组中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为 74.2%，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比较

情况如下表所示：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62 40 19 3 95.2 

对照组 62 30 18 16 74.2 

P     ＜0.05 

3 讨论 

目前，老年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老年群体生命健康的一

类重要疾病，这类疾病通常病程都比较长，为确保患者的生

活质量，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对患者实施药物治疗，而很多患

者在出院之后往往无法坚持用药，这也成为对患者治疗效果

影响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在老年慢性病的治疗与预后过

程中，对其实施有效的康复护理可以预后改善患者的预后效

果，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也可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尽可能减少疾病对患者造成的不利影响。 

连续性护理作为当前一种全过程护理模式，在老年慢性

病的临床护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连续性护理模

式，其主要就是实现患者住院护理与出院后护理之间的有效

联系，通过这种护理方式，可以保证患者在医院内与出院后

都可以得到有效护理干预，实现全面化的医疗服务。在连续

性护理的实施中，不但对患者进行出院前的健康教育，在患

者出院之后也给予其各种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通过定期进

行电话随访与微信指导等方式，对患者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指

导，这样可以让每个患者都得到有效健康教育，让学生有更

多机会获得健康教育知识，有助于患者更好进行自我护理，

在不断进行自我护理的过程中，患者的自理能力也就可以得

到有效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在连续性护理中，护理人员在患

者出院之前便对其健康情况实施综合全面评估，可以明确患

者存在的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安排专业医护人员制定出

更加科学合理的出院护理方案，以有效改善患者各个方面的

功能。另外，由本文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抑郁与焦

虑改善要优于对照组，这表明连续性护理可以使患者心理健

康得到改善。这主要是由于护理小组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借

助电话随访及微信沟通等方式将疾病康复知识讲解给患者，

对患者的错误护理行为进行纠正，不但有助于患者的疾病康

复，并且使患者从中感受到人文关怀，使患者的抑郁与焦虑

情绪得到缓解。由于通过护理时患者的情绪得到缓解，同时

自理能力得到提升，自然也就可以使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得到

提升，取得满意的护理效果[7-8]。 

综上所述，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与护理中应用连续

性护理模式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有助于缓解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升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负担，

从而提升临床护理满意率，可以在老年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中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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