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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但无传染性的疾病

统称为慢性病。主要以病程长、病因复杂的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慢阻肺以及精神病等为代表，此类疾病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同时加重了

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针对此类疾病，临床多以药物进

行治疗，但老年人自我约束和治疗依从性较差，使患者

临床疗效和预后得不到保障。为进一步加强老年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提升其预后，为此，就老年慢性病护理管

理中应用连续性护理模式的效果进行探讨，详细报道如

下。1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在2020年1月-2020年9月来我院就诊的78例

患者为研究对象，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将两组均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9例。对照组：男性21例，女

性18例；观察组：男性17例，女性22例。对两组患者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其性别年龄无意义，具有可比性

（P>0.05）。

1.2方法

对于本文的常规护理组落实常规护理方案，具体护

理方案按照常规护理原则进行护理。而对于本文的连续

护理组在护理过程中配合连续护理，具体护理方案如下：

①组建团队：需要通过老年心血管病的专科医师、专科

护理人员等组成专业的护理团队，为患者进行持续性的

护理服务，多角度的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②健康宣教：在进行健康宣教的过程中，

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采用个体教育、问答式教育和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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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针对患者的需求为

患者进行具体的指导。我院自制的老年期刊，收集了最

新的医疗保健知识，以便发放给患者进行阅读。每周选

择一日进行慢性病护理知识讲座，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对

患者形象生动的讲述慢性病症的危害和自我护理方案，

提高患者出院以后的自我防护能力 [1]。在患者住院病房

的走廊设置宣传画，以便于对患者产生慢性病的相关知

识，强化对患者疾病的认知和理解，也对于改善患者的

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参与度，具有重要的意义。③档案

建立：通过患者的主治医师，为患者建立电子病历，详

细记录患者的主要疾病诉求，对于患者化验阳性结果进

行记录，护理人员对于护理评估单进行完善，了解患者

生活的状态和日常习惯等各项个体发信息。每班需要完

成各项护理，动态的对患者进行评分，以便制定出动态

的健康指导方案。在患者出院前3d，制定个性化出院护

理计划，护理人员根据相关方案，对患者和患者家属进

行出院前的健康宣教，包括出院以后患者的用药方法和

注意事项，使患者明确随访的时间，提升患者出院以后

的自我保护能力 [2]。④定期回访：患者出院以后连续3个

月进行院外护理干预。出院后第1周进行电话回访，了

解患者从院内到院外过渡期的恢复，并且解答患者在自

我护理方面所遭遇的问题。每月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

通过专科医师和护理人员组为小组，对患者长期进行健

康指导。定期进行电话或微信QQ的随访，将相关状况告

知患者，做好对患者的复诊，并指导患者定期进行门诊

随访。患者可以自主参加科室每周组织的慢性病护理知

识讲座，鼓励患者家属陪同患者参与。逐渐的完善网络

回访系统，对患者的慢性病知识进行宣传，并且对于发

病高发期，作出必要的警醒。

1.3评价方法

自制问卷表调查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与日常生

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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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统计学处理

研究获取患者资料采用SPSS18.0系统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并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并用x2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对照组高，观察组患

者的优良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性显著（p<0.05）。具体数

据见下表：

表1

组别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n=39） 16 21 2 94.87%（37/39）

对照组（n=39） 13 19 7 82.05%（32/39）

X2 7.829

P 0.031

表2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分析（x±s，分）

组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9 75.26±2.35 91.56±1.85

对照组 39 76.98±1.89 83.14±1.36

t 0.701 13.777

P 0.485 0.000

3　讨论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医疗水平大大提升，人

们的平均寿命有所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老年人，年龄大，身体机能退化，各器官功能衰减，容

易发生各种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大大增加家

庭的负担。老年慢性病，病程长，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

程，需要长期接受治疗，这无疑会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降低生活质量。故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老年慢性病

患者的护理管理，旨在控制病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常规护理模式，属于被动护理形式，强调疾病，忽视病

人，护理内容针对性不强，且片面、单一，与新时代人

们的护理需求不相符，整体效果欠佳。连续护理模式，

强调护理的连续性、整体性与系统性，坚持以患者为中

心的原则，充分考虑患者的情况，结合医院的现有资源，

制定可行的护理计划，指导护理工作有序开展，提高护

理质量。老年慢性病患者护理管理中，采用连续护理模

式，着眼于生理及心理等方面，加强健康宣教，引导患

者正确认识疾病，且进行心理干预，缓解患者消极情绪，

保持乐观心态，另外配合生活指导，帮助患者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待患者出院后，每周电话随访，每月上门

随访，了解患者在家中的情况，并且做出针对性指导，

帮助患者控制病情，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

目前连续护理模式是我们国家新医改的重点举措，

是护理工作内容的延续，受到社会医学工作者的普遍关

注。针对老年慢性疾病患者施行社区护理工作可以明显

的提升老年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可高效安全的控制其

病情的发展，有效减少高危性因素。除此之外，针对老

年慢性患者施行连续护理模式大多时经过加强和患者与

其家属的沟通，引导患者家属积极协助患者培养健康合

理的生活习惯、致使患者可以感受到家人们的关爱，树

立积极乐观的心态，提升治疗的信心。不但如此，社区

护理人员还需加强叮嘱病人家属，在进行协助的时候，

还需加强监督工作，为患者的自我管理工作创造有效条

件，减少低诱发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控制病情的发展。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我国的医疗技术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吸烟导致人们的

肺功能降低，工业的发展使空气质量逐渐下降，老年人

的机体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降低，失去了抵抗力，

加上生活环境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老年人慢性病的发

病率增高。由于我国老龄化严重，医疗行业更多的是老

年慢性病患者。慢性病发病缓慢，早期不容易被发现，

一些老年慢性病需要终生服药，并结合长期治疗。在老

年慢性病的护理中应用连续护理模式，全面的护理患者，

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发病率。在连续护理的实施过

程中，护理工作人员在照顾患者的生活的同时慢慢提高

患者的生活能力，并表扬患者，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病魔

的信心，逐渐的能够进行独立生活。连续护理对参与工

作者的要求较高，护理工作人员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以

及知识理论，保证连续护理的质量，患者的信息在信息

系统可以无缝衔接。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91.56±1.85）比对照组（83.14±1.36）高，观察组的优

良率94.87%与对照组82.05%相比差异性显著（p<0.05）。

综上所述，连续护理模式应用于老年慢性病护理中，提

高了临床护理的优良率，使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增强，值得在临床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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