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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干预对卧床老年肺炎患者的影响价值
杨小琴　金志丽　刘六芝

（贵州省铜仁市中医医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目的：分析卧床老年性肺炎患者中实施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干预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104 例在 2019 年 8
月 -2021 年 8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卧床老年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本次研究内容。依据患者病床单双号将其分为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的常规组（n=52）和实施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干预的联合组（n=52）。比较分析组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联合组
并发症发生率更低（P ＜ 0.05）。结论：对卧床老年肺炎患者开展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干预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促进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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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床即患者长时间卧床不起，只能通过轮椅进行室内活动，

不能独自外出等。有相关研究表明，老年患者卧床时间在 6 个

月以上就有 90% 以上的肺炎患病风险，对患者生存质量带来影

响 [1]。同时由于长时间卧床，不仅增加了老年肺炎患者压疮、

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风险，同时也会产生紧张、不安等不良

情绪。另外，因为医疗资源紧张，卧床老年患者在病情稳定后，

将回到家中由家属进行护理照顾，由于专业性不足，出院后的

护理康复效果并不明显 [2]。此时家庭跟进式护理和情志干预得

到了广泛应用。本文为探究卧床老年肺炎患者实施家庭跟进式

护理联合情志干预的应用价值，围绕 104 例卧床老年肺炎患者

在 2019.8-2021.8 展开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9.8-2021.8 对 104 例卧床老年肺炎患者进行研究。

以病床单双号分为常规组和联合组，例数均为 52例。常规组中

男性27例，女性25例；年龄：62-89岁，平均年龄（76.49±1.15）

岁；联合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4 例；年龄：63-88 岁，平均

年龄（77.11±1.05）岁。对比组间基本信息，P＞0.05，可对比。

1.2 方法

对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首先开展健康宣教，在出院

时向患者发放康复训练指引手册，不断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出

院后护理人员每周进行一次电话随访。

联合组实施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干预。（1）情志干预：

①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主动与其建立沟通，搭建护患间的信任

桥梁。②向患者讲述不良情志不利于病情恢复，以其困惑点入

手对其进行逐步开导。③以五情相胜法开展情志干预：首先评

估患者情志状况，了解其不良心理情绪，以评估结果开展针对

性情志相胜干预。针对过度恐惧患者，予以思解，向其介绍病

情特点以及治疗干预方法，促进认知及医护活动配合度的提升。

针对过度疑虑影响心情患者，则以告知喜讯的方式开导其不良

情绪。对于思绪较重者则指导其排泄情绪，对于愤怒易躁者，

则通过悲伤情绪使其从愤怒情绪脱离出来。（2）家庭跟进式

护理：①首先由护士长和护理人员组建家庭跟进式护理小组，

以护理理论、护理技能等内容为要点，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教

育并明确所有护理人员护理工作职责。②出院前完善患者个人

档案。③责任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全方位评估，对每一位患者

制定针对性康复训练计划，包括定时调整患者体位并擦拭身体，

保证身体干爽，避免压疮、褥疮等并发症、定时活动患者髋关

节、肘关节、肩关节、膝关节等位置，通过肢体功能训练，促

进血液流动，避免出现肌肉萎缩、下肢静脉血栓等问题。向患

者及家属发放康复计划表，指导其按计划做好康复训练并记录。

④患者出院后，责任医护人员根据患者档案中记录的信息，来

到患者家中，进行家庭随访，评估患者家中电梯、厕所、轮椅

等生活环境，评估生活中不利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升的要素，

比如：降低床的高度便于活动、在卫生间安装扶手，避免滑倒，

同时配置拐杖等生活用品。⑤护理人员单双周以电话随访和入

户家庭随访相交替的随访方式，督促家庭跟进式护理计划落实，

耐心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不解。

1.3 观察指标

密切观察并记录护理期间两组患者有无并发症发生，包括：

尿路感染、压疮、下肢静脉血栓、肌肉萎缩。

1.4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通过 SPSS19.0 软件处理并获取。计量资料表

达方式为均数 ± 标准差（ x s± ），数据采取 t 检验；计数资
料表达方式为百分率（%），数据采取 x2 检验。以 P ＜ 0.05 代

表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分析对比组间并发症发生率，联合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常规

组明显更低（P＜ 0.05），数据见下表 1。

3 讨论

由于病情的影响，老年患者运动行为能力受限，不能够独

立外出，需长期卧床，极易引发泌尿系统感染以及坠积性肺炎

等病症。相关研究表明，由于老年患者卧床时咳痰咳嗽能力下

降，分泌物不能及时排出，卧床时间在半年以上就有较高风险

引发肺内感染。为避免并发症发生，即使病情稳定，在出院后

仍需对其进行护理干预。

在本次研究中联合组护理措施为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情志

干预，分析护理效果，联合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常规组处于更低

水平（P ＜ 0.05）。分析原因：通过情志干预，对患者不良情

志状况进行评估，并遵循五情相胜的护理理念，对其负性情绪

进行针对性干预，提升其临床医护活动配合度，促进病情预后
[3]。通过家庭跟进式护理，以组织架构清晰的护理小组，根据

护理职责开展各项护理工作，评估病情后制定出院后康复训练

计划，并指导患者家属出院后肢体功能训练要点。同时护理人

员定期随访，对患者所存在问题进行耐心解答，降低卧床老年

肺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综上所述，对卧床老年肺炎患者开展家庭跟进式护理联合

情志干预，可降低并发症发生概率，促进预后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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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组间并发症发生情况 [（n）%]

组别 例数 尿路感染 压疮 下肢静脉血栓 肌肉萎缩 总发生率
常规组 52 2（3.85%） 4（7.69%） 1（1.92%） 3（5.77%） 10（19.23%）
联合组 52 2（3.85%） 0（0.00%） 0（0.00%） 1（1.92%） 3（5.77%）
x2 值 - - - - 4.3077
P 值 - - - - 0.0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