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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病症较为严重患者，其治疗周期较长，诸如心肌梗

死患者，为保障对该类患者的综合效果。为充分保障对该类患者

的治疗效果，在对治疗方式进行完善的同时，护理工作同样需要

加以完善。而展开家庭护理干预可为患者在院外治疗过程中护理

质量提供保障。本研究就对该护理模式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比较护理法进行。入选病例为我院2017 年1月至

2018 年 8 月接受治疗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 60 例，30 例患者中护

理组对对照组进行一般护理，其余 30 例患者参与家庭护理。即，

观察组。对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47~69 岁，平均（56.23

± 1.28）岁。观察组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43~71 岁，平均

（58.12 ± 1.09）岁。与上面的数据相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对应院内护理方式以及院外护理方式

等均按照常规模式展开，在患者出院时告知其在院外治疗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各方面问题，叮嘱患者严格按照医生指示进行用药。

观察组要进行家庭护理。如下：

（1）入院时宣贯。患者住院开始治疗时，护士应为家属发放

相应的健康管理手册。引导家属全面了解患者疾病特点，了解疾

病的诱发机制、主要治疗方案以及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各种

问题。同时要结合医院各个治疗阶段的病人，参与针对性的家庭

护理[1]。

（2）过程干预。在医院治疗患者时，护士应引导家属给予患

者充分的鼓励和心理咨询。从家人的角度帮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此外，患者应详细了解住院治疗过程中的

护理要点。确保护理操作各方面的准确性。如果患者符合出院条

件，护士会详细告知患者家属在后续治疗中应考虑的各个方面，

并澄清出院护理的要点和难点。及时给予患者情感支持，增强患

者康复信心[2]。

（3）及时反馈。患者在院外治疗的过程中，为保障家庭护理

干预的有效性。院内护理人员需按照电话随访的方式，及时向患

者家属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并询问患者各方面症状，综合患者

恢复情况，指导患者家属展开后续针对性护理。家庭成员除了日

常护理各方面的问题外，护士要及时回答[3]。

1.3 观察指标

在本研究中，我们应该借助 FCT 量表来评估家庭成员的护

理能力，并与护理能力成反比。并应用 SF-36 量表统计患者生

活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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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家庭护理干预在提升家属护理能力以及患者生活质量中的具体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方法采用比较护理法。入选病

例为我院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接受治疗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60例，30例患者中护理组对对照组进行一般护理，其余30例患者参与家庭护

理。结果 结合两组患者家属的护理能力和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观察组显示优势（P<0.05）。结论  家庭护理在患者康复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提

高患者家属的护理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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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利用SPSS19.0对两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以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测量数据。T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合评估可知，在干预前，观察组家属护理能力评分为

（7.99 ± 1.02），对照组为（8.21 ± 1.28），对比无差异，P=0.932，

t=1.022。在干预后，观察组家属护理能力评分为（3.02 ± 1.03），

对照组为（5.78±1.05），对比可知观察组存在显著优势，P=0.002，

t=12.082。在患者生活质量评估上，干预前，观察组为（45.32 ±

1.28），对照组为（46.08 ± 1.47），对比 P=0.972，t=1.002。在干

预后，观察组为（63.07 ± 1.38），对照组为（56.22 ± 1.39），对

比可知，观察组生活质量明显较高，P=0.001，t=14.002。

3　讨论

受各种因素影响，慢性病的临床发病率正在快速增长。糖尿

病、高血压、关心病等已成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这

种疾病的治疗周期很长。除了在医院接受部分治疗外，患者还要

在医院外长期接受治疗，有稳定病情的效果。这些病人的疾病控

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为了确保治疗的综合效果，家庭

护理的介入自然成为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护理的介入是指在

患者康复过程中，家庭给予科学有效的支持，充分关注患者康复

过程中的小部分，满足患者对护理工作各个环节的具体需求。早

在张平等[5]的研究中就参与了有效的家庭护理，对慢性病患者、骨

折患者或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研究中，我院将家庭护理的介入应用于观察组患者的治

疗。通过观察发现，这种护理方法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提高家庭的

护理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科学的护理干涉。在治疗过程中

也有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护理方案以多方面的高品质为基

础，家庭护理的介入值得在临床实践中继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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