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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在基层医院老年护理中的应用延续性护理在基层医院老年护理中的应用

刘慧玲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基层医院，老年患者出院后对其实施延续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抽取 2021年 9月 -2022年

9月期间在我院住院并康复出院的老年患者 200例，以随机信封法进行分组，其中一组患者接受一般性出院护理，将其命

名为参照组（n=100），另一组患者接受延续性护理，将其命名为观察组（n=100），研究为期 6个月，对比出院后 2个月、

6个月时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护理的满意度评分及再住院率。结果：（1）出院时以及出院后 2个月时，两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对护理的满意度评分对比均未见明显差异（P＞ 0.05）；出院后 6个月时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以及对护理的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参照组（P＜ 0.05）。（2）出院后 2个月时，观察组患者再住院率虽略低于参照组，

但两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出院后 6个月时，观察组患者再住院率明显比参照组患者低（P＜ 0.05）。结论：

对基层医院住院后出院的老年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患者远期再住院率，并可提升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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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Care in Geriatric Nursing in Primary Hospitals
Huil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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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care for geriatric nursing in primary hospitals. Methods: 
200 elderly patients hospitalized and discharg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and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by 
randomized envelope method. One group of patients received general discharge care and named the reference group (n=100), 
the other group of patients received continuous care and na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100); the study lasted for 6 months, 
compa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at 2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scores at discharge (P> 0.05); 
the scores at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2) At 2 months after discharge, 
the re-hospitaliz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at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the re hospitaliz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care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discharged in primary hospital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reduce the long-term re-hospitalization rate,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Primary hospital, Elderly patients, Continuous care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我国老年人群

体日益壮大，相应的，各类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

升高 [1]。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通过何种手段让老年患者

享受到最好的医学诊疗护理服务成为当下社会各界关注的

重点问题。早在 2011年，国务院即将延续性护理服务正

式纳入卫生部课题研究领域；次年，将延续性护理纳入了

“十二五 ”时期的重点任务 [2]。基层医院肩负着老年慢性疾

病管理的重要任务，在患者出院后为其提供延续性护理在

预防或减少高危患者病情恶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4]。本

文抽取 2021年 9月 -2022年 9月期间在我院住院并康复出

院的患者 200例进行分组对比研究，目的即在于进一步分

析对基层医院老年患者实施延续护理的重要作用。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起止时间：2021年 9月 -2022年 9月，共纳入

研究对象 200例，均为本院住院后出院的老年患者，以

随机信封法分组，参照组（n=100）,年龄 65-85岁，平均

（72.00±2.68）岁，男性 /女性：60/40，受教育程度：小学

/初中：80例，高中及以上：20例；配偶情况：配偶健在：

64例，丧偶 /未婚 /离异：36例；疾病种类：1种：14例，

2种：20例，3种及 3种以上：66例；长期在服药物种类：

未服药：12例，1种：14例，2种：20例，3种及 3种以上：

54例。观察组（n=100），年龄 65-80岁，平均（72.29±2.54）
岁，男性 /女性：53/47，受教育程度：小学 /初中，64例，

高中及以上：36例；配偶情况：配偶健在：51例，丧偶 /

未婚 /离异：49例；疾病种类：1种：21例，2种：29例，

3种及 3种以上：50例；长期在服药物种类：未服药：20例，

1种：20例，2种：22例，3种及 3种以上：38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均衡可比。纳入标准：①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并可配合完成相关调查，签署同意书；②无认知障碍、无

精神疾病、可正常交流；③预计生存期超过 6个月。排除

标准：①恶性肿瘤患者；②拒绝入组者；③失联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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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批准本次研究。

1.2方法
参照组患者在出院前接受一般出院指导，主要包括

告知患者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叮嘱其按时用药、按

时复诊等。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接受延续护理：①成

立延续护理小组，小组成员需具备丰富的老年慢性病护理

经验，共同商讨后制定家庭康复护理指导手册，并在组内

进行强化培训，以使小组成员全面掌握延续护理内容及技

巧。②于患者出院后的第 1、2、4、6个月时分别对患者进

行一次电话随访或微信随访，每次随访时交流时间为 15-

20min，具体内容如下：a.在出院前收集患者信息并为其建
档，档案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用药情况、联

系方式等；b.第 1个月时，主要了解患者出院后的康复情况、

用药情况，并指导患者掌握疾病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方

法。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指导，并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具

有针对性的宣教，督促患者严格遵从医嘱用药并适量参与

体育活动。c.第 2个月时，除继续监测患者病情变化以外，

还需鼓励患者家属共同参与到患者的健康管理中来，对患

者的用药情况以及生活方式等进行监督，了解患者的日常

生活习惯以及家庭环境，帮助患者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如

饮酒、吸烟、熬夜等），并帮助患者排除家中可能引起意

外事件的隐患（如灯光过暗可能引起跌倒、防止跌倒的具

体方法、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烹饪方式以远离油烟等）。

d.第 4个月时，对患者对疾病的错误认知、日常不良生活

习惯等进行纠正，同时注重关注患者心理方面的变化，鼓

励其摆脱 “病人 ”这一角色，尽快的恢复到以往的生活状态，

并以积极、乐观的情绪面对疾病和生活。同时，还需持续

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以不断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预防病情反复。e.第 6个月时，进一步对患者的需求进行

全面评估，并对患者现阶段的护理重点进行调整。重点帮

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3观察指标
1.3.1两组患者出院后 2个月、6个月时生活质量及

对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生活质量利用简易生活质量量表

（SF-36）[5-6]进行评价，此表满分为 100分，得分越低代

表生活质量越差；护理满意度利用自制问卷调查表评价，

此表满分为 100分，得分越低代表护理满意度越低。

1.3.2两组患者出院后 2个月及 6个月时再住院率对比。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均用 SPSS24.0统计学软件包处理，计数资料

（再住院率）应用 n（%）描述，计量资料（生活质量评分

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应用 ( x ±s)描述，组间经 t和 χ2检验，
P＜ 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两组患者出院后 2个月、6个月时生活质量及对护

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出院时及出院后 2个月时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及

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均无明显差异（P＞ 0.05）；出院后 6

个月时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比

参照组患者高（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出院后 2个月、6个月时生活质量及对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 x ±s)，分 ]

组别 n

生活质量 护理满意度

出院时 出院后 2个月 出院后 6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2个月 出院后 6个月

参照组 100 71.82±3.31 76.15±3.34 79.39±3.47 91.76±2.32 91.81±2.41 92.12±2.19

观察组 100 71.45±3.25 77.63±3.51 86.24±4.18 91.39±2.54 92.35±2.39 97.74±1.14

t 0.797 3.054 12.600 1.075 1.590 22.762
P 0.426 0.002 ＜ 0.001 0.283 0.113 ＜ 0.001

2.2两组患者出院后 2个月及 6个月时再住院率对比

出院后 2个月时，参照组患者再住院率为 6.00%
（6/100），观察组患者再住院率为 3.00%（3/100），两组

间对比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465，χ2=0.495）；出
院后 6个月时，参照组患者再住院率为 15.00%（15/100），

观察组患者再住院率为 4.00%（4/100），观察组患者再住

院率明显比参照组患者低（P=0.015，χ2=5.815）。

3 3 讨论讨论

3.1延续性护理可改善出院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医学诊疗服务水平飞速发展，

人类的平均寿命也普遍延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

加速，各种慢性疾病的患病率也越来越高，而且老年慢性

疾病患者具有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 [7-8]。对于医疗服务

的整体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出院后的延续

性护理，成为当下人们关注的重点。本次研究中，我们对

200例观察组患者实施了延续性护理，在延续性护理过程

中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实施了全面的健康宣教并制定了具

有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主要围绕着患者出院后的用药依从

性、心理及饮食、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了干预。结果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上升，而

且干预后 6个月时，该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比参照组患

者高。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对老年患者出院后开展延续性

护理有利于促进患者病情恢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分析

原因：当前，我国 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普遍存在受教育程

度较低、对自身疾病认知不全的问题，甚至一部分老年患

者认为医生让自己出院了，就证明自己的病完全好了，不

再需要吃药了。因此，老年患者出院后普遍存在的问题之

一即是用药依从性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用药依从性会

越来越差，这也是导致患者病情反复、再住院的主要原因
[9-10]。在开展延续性护理过程中，持续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

知识，并向其讲解遵医用药的重要意义，并发动患者家属

共同督促患者用药，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进而

使其病情平稳过渡，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3.2延续性护理可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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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均证实了延续性护理能够提升患者对于护理

的满意度 [11-12]，这与本次研究结果相一致。分析原因：延

续性护理小组的护理工作人员均具备丰富的慢性病护理经

验，能够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护理支持并且有能力处理一些

疑难问题，因此患者对护理工作人员的信任度会有所提升，

在与患者持续交流期间不断为患者提供各类健康指导，并

时刻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有利于使院内稳定的护

患关系得以延续和提升 [13]。

3.3延续性护理可降低患者再住院率
老年患者出院后再住院与其日常的不当生活方式及未

能严格遵从医嘱用药均有密切关联，延续性护理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患者联系，能够及时督促患者遵从医嘱用药，

指出并纠正其日常生活中可能对病情造成影响的不良行为，

同时发动患者家属共同参与到护理中来，这些护理内容均

有利于稳定患者病情，预防病情反复，进而降低患者再住

院风险。

综上可见，对基层医院老年患者出院后实施延续性护

理，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患者再住院风险、提高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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