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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随访制度对老年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

蔡雨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讨论研究在老年科护理管理中实施微信随访制度的价值作用。方法：将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

院内的 70 例老年科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微信随访制度管理），

对比两组患者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结果：观

察组整体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

体各项生活质量状态评分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患者对护

理工作满意程度数据信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在老年科护理管理中实施

微信随访制度，可以让患者了解更多疾病知识，动态掌握患者护理情况，提升整体护理质量水平，增强患者依从性，将患者

生活质量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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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WeChat Follow-up System on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of Ger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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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and role of implementing WeChat follow-up system in geriatric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70 geriatric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scope,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ing the WeChat follow-up system management) by random
assignment method. The scores of compliance and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core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nursing work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data information of overall compliance and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tatus score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obviously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there i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the WeChat follow-up system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geriatrics can allow pati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disease knowledge, dynamically grasp the nursing
situa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nursing, enhanc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o a
new height. Provide more satisfactory care to patients.
Keywords:WeChat follow-up system; Geriatric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受到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影响，社会各层对老

年科护理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视并强化老年科护

理管理研究，不断提升护理管理质量水平，增强护理安全性、

有效性，才能为满足老年科患者护理需求，让老年科护理管

理工作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临床护理研究积极发展
[1-2]。文中对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院内的 70 例老

年科护理管理中实施微信随访制度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具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院内的 70 例老年科

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照组[患者 35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4例，年龄范围在 62-83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71.45±1.52）岁；护理人员 10 名，均为女性，

年龄范围在 22-35 岁之间，平均值为（28.61±1.36）]、观察

组[患者 35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3 例，年龄范围在 63-8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48±1.55）岁；护理人员 10 名，

均为女性，年龄范围在 22-35 岁之间，平均值为（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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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纳入标准：均为老年科患者；年龄均在 62 岁及以

上；所有患者都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障碍；所有患者及家属

都清楚本次实验活动，并签署了相关知情同意文件。排除标

准：缺乏依从性、不愿意配合者；认知水平达不到常规标准，

意识模糊者。此次研究活动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审批。

所有患者基本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方面的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按照常规标准给予患者电话随访，

了解患者病情控制情况，并给予相应的药物指导，提醒患者

定期复诊。观察组接受微信随访制度管理：

1.2.1 小组组建

选择 1名主治医师（负责监督）、1名主管护师（负责

管理）、3名护理人员（具体实施）作为小组成员，要求小

组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护理技巧、具有 2 年以上的临

床工作经验、具有较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对小组成员进行相

应的培训与教育，要求小组成员均具备相应的责任感与安全

意识，提升护理小组成员综合素质水平，为护理工作顺利开

展提供一定保障。

1.2.2 健康档案构建

在患者出院前需要与患者、家属取得微信联系方式，构

建微信群，并提醒患者家属备注好相关信息，具体包括姓名、

年龄、性别、疾病类型、联系方式与家庭住址等，便于护理

人员收集患者各项信息，并整理为电子健康档案，提升管理

效率；微信群组建好之后，需要在群内对建立微信群的目的

与作用进行解释，减轻家属与患者存在的顾虑。

1.2.3 明确微信随访计划

（1）按照不同患者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微信随访计

划与内容，包括疾病专业健康知识、药物使用说明、疾病高

危因素、体质指数变化所代表的含义、心理状态变化对疾病

影响重要性、康复训练对康复重要影响、复查与预约重要性、

并发症知识等。（2）护理人员需要将随访内容各项知识进

行收集与整理，每天按时将整理好部分专业知识发送到微信

群中，有效扩充患者、家属健康知识，并鼓励患者与家属积

极提问，并耐心、详细解答家属与患者存在的顾虑与疑问，

并定期利用相关疾病健康知识电子调查问卷了解患者掌握

程度，再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同时，还应为患者适当推荐

一些治疗励志文章或者病案，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心。（3）

定期或者不定期了解患者用药情况，提醒患者按时、按量使

用药物，避免随意增减或者停用药物，如果发现患者病情发

生变化需要立即告知患者调整药物；定期或者不定期为患者

推荐较好饮食搭配方案，并将调整饮食对自身健康重要性的

相关文章与视频推送给患者，引导患者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4）可在微信群为患者推送八段锦练习视频，或者太极练

习视频，鼓励患者多进行练习，并按照患者不同情况合理控

制运动时间，避免运动过量。（5）可定期或者不定期与患

者进行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视频，对患者机体状态、心理状态

等进行合理评估，并通过交谈了解影响患者心理状态不良因

素，如果患者负性情绪程度较轻，可鼓励患者多与家属、朋

友交流，或者参加一些社区老年娱乐活动，或者将五行音乐

疗法作为基础为患者推荐合适的音乐曲目，或者将深呼吸练

习方式推荐给患者，从而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如果患者负性

情绪较为严重，需要及时安排专业心理医师上门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心理护理。（6）在患者复诊时间即将达到时，需要

与患者进行微信联系或者电话联系，对患者进行提醒。（7）

如果存在联系不上患者情况，需要及时上门随访，了解原因，

并适当调整护理方案，在最大程度上取得患者信任，提升患

者依从性；护理小组成员需要定期对护理工作进行总结与分

析，按时更新患者电子健康档案，及时发现护理中存在的不

足与缺陷，并及时采取处理措施，提升整体护理效果与治疗。

1.3 判断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医院

护理管理质量调查表，共计 100 分，1-59 分表示不合格，

60-85 分表示质量一般，86-100 分表示质量较好。

（2）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采用生活质量

评分量表，其中涵盖躯体功能（1-5 分）、心理状态（1-5

分）、社会功能（1-5 分）、物质生活状态（1-5 分）、生

活质量（1-5 分）等，0-1 分为差，2-3 分为良，4-5 分为优。

（3）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医院自制满

意情况调查量表，共计 100 分，包括不满意（60 分以下）、

满意（60-85 分）、十分满意（86 分及以上）三个等级，总

满意涵盖满意与十分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使用 t 和x±s 表示计量

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整体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数据信息均明显

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

见表 1。

表 1 两组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比较

[（n,%），（x±s）]

组别 例数 依从性（分） 例数
护理管理质量

（分）

观察组 35 34（97.14） 10 92.13±9.46

对照组 35 29（82.86） 10 83.24±7.58

t/X2 11.328 4.338

P 0.001 0.001

2.2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

观察组整体各项生活质量状态评分数据信息均明显比

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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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各项生活质量状态评分比较（x±s）

组别
躯体

功能

心理

状态

社会

功能

物质生

活状态

生活

质量

观察组

（n=35）

4.12±

2.01

4.29±

1.97

4.56±

1.99

4.74±

1.88

4.81±

2.03

对照组

（n=35）

2.56±

0.48

2.63±

0.29

2.71±

0.19

2.47±

0.27

2.50±

0.31

t 4.466 4.932 5.475 7.070 6.654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

观察组整体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数据信息明显比

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学差异。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比较（n,%）

组别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n=35）
20（57.14） 15（42.86） 0（0） 35（100）

对照组

（n=35）
15（42.86） 16（45.71） 4（11.43） 31（88.57）

X2 4.078 0.164 12.122 12.122

P 0.043 0.684 0.001 0.001

3 讨论

从以往老年科护理工作实际情况来看，主要会采取常规

护理模式，包括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病情控制情况，并给予

相应的药物指导，提醒患者定期复诊。随着现代社会多方面

不断发展，常规护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满足老年科患者护理

需求，同时也不能有效适应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发展[3]。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微

信等线上交流软件已经受到大众认可，并成为人们日常交流、

联系重要方式，这为老年科护理随访工作提供了发展新方向
[4]。

通过微信构建相应的随访制度，可以实现护理人员对患

者、家属之间的及时联系，便于护理人员随时开展随访工作，

动态掌握患者用药情况、病情发展、心理状态、疾病健康知

识掌握程度，并对患者进行相应的专业指导；同时还可以拉

近患者与护理人员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及时解答患者与家属

存在的问题，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通过微信群构建方式，

还可以促进患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为患者推送专业疾

病健康知识，让患者了解相关注意事项，提升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水平，并为患者推荐八段锦与太极等练习视频，促进患

者运动；让患者将个人信息进行详细备注，便于护理人员收

集并整理，构建相应的电子健康档案，提升管理效率；另外，

通过微信随访制度开展后续随访工作，不仅可以提升患者、

家属接受程度，还可以按照患者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护理方案，

保证护理有效性。已有相关研究人员对微信随访制度在老年

科护理管理工作中的运用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通过微信随

访制度开展随访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患者合理饮食、

活动锻炼、按时复诊、规范用药等各方面依从性，减轻不良

情绪对患者康复影响，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提升患

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水平，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患者护理需求。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观察组整体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

评分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

P<0.05，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各项生活质量状态评分

数据信息均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

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数据信

息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得到明显提升，P<0.05，有统计

学差异。

可见，在老年科护理管理中实施微信随访制度，可以让

患者了解更多疾病知识，动态掌握患者护理情况，提升整体

护理质量水平，增强患者依从性，将患者生活质量水平提升

到新高度，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1] 江岚,庞蓓,周琴.探讨微信随访制度对老年科护理管

理质量的影响[J].特别健康,2021,5(16):169.

[2] 刘歆.微信随访制度对老年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J].

中国卫生产业,2019,16(33):109-111.

[3] 廖周颖.微信随访制度对老年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

[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8,26(13):55-56.

[4] 李萍.延续护理结合微信APP应用对老年髋关节置换

术后出院随访的效果评价[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

2019,36(4):39-41,45.


	微信随访制度对老年科护理管理质量的影响
	蔡雨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讨论研究在老年科护理管理中实施微信随访制度的价值作用。方法：将2021年6月到2
	【关键词】：微信随访制度；老年科护理；管理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2方法
	1.3判断标准
	1.4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依从性、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2.2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
	2.3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
	3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