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

预防医学研究: 2022年4卷9期
ISSN: 2705-0440(Print); 2705-0459(Online)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社区服务中心每

年接收的老年患者数量也逐渐增多，常见的老年慢性病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1]，由于慢性病的病程

时间长、病情复杂、复发率高，所以明显提高了对社区

服务中心的工作质量。对老年人的生活情况、健康状况

等进行充分了解是社区全科医学保健的目的，并根据实

际情况将个性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制定出来，有利于

患者获得更加科学、优质的社区服务，从而在日常生活

中约束并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改善疾病恢复，提升其

生活质量 [2]。因此，本文旨在探究社区全科医学保健和

健康指导对老年常见慢病的干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社区在 2020 年 4 月～ 2022 年 4 月收治的 200

例老年常见慢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0

人。观察组男 57 例、女 43 例，平均年龄（68.64±10.12）

岁；对照组男 59 例、女 41 例，平均年龄（69.17±9.51）

岁。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常规护理对照组。给予观察组社区全科医学保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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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导：（1）生活指导。嘱患者严格戒烟戒酒，注意

卫生，勤洗澡、更换衣服，避免出现皮肤感染。（2）心

理疏导。由于慢性病的病程时间较长，需要终身或长时

间用药，较易使患者出现恐惧、不安、烦躁等负性情绪。

所以，护理人员应当给予患者一定的心理安慰，做好心

理咨询工作，鼓励其提高信心。或利用看电视、听音乐

等手段，使其注意力得到转移，有利于缓解不良的心理

状态。（3）运动指导。按照患者的年龄、病情状况，指

导患者合理、科学运动。日常多进行打太极、散步、慢

跑等体育活动，注意不要过度运动，合理调整运动的强

度和时间。（4）用药指导。将药物治疗的目的、作用、

方法等告知患者，嘱患者严格遵照医嘱用药，并严密观

察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及疗效，以便适时的调整用药方案

和剂量，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5）强化健康管

理和教育。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档案建立起来，对其血

脂、血糖、血压水平定期监测，并做好准确、详细的记

录。社区全科医生需要对社区的资源充分利用，例如通

过广播、张贴宣传栏、发放宣传手册等手段，向患者定

期宣传慢性病的相关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和

自我管理能力。

1.3 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2）管理满意度；（3）健康行为，

根据本社区自拟的评价表进行评定，7分为最高分，0分

为最低分，得分越高健康行为越好；（4）运用CD-RIS量

表评估心理弹性；（5）运用ESCA量表评估自主管理能力。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治疗依从性：观察组较高（P<0.05），见表 1。

表1　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观察组 100 45 50 5 95%（95/100）

对照组 100 33 37 30 70%（70/100）

x2 13.965

P <0.05

2.2 管理满意度：观察组较高（P<0.05），见表 2。

表2　管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100 51 47 2 98%（98/100）

对照组 100 42 29 29 71%%（71/100）

x2 12.054

P <0.05

2.3 健康行为各指标评分：观察组较高（P<0.05），

见表 3。

表3　健康行为各指标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遵医用药 健康责任 运动锻炼 压力应对

观察组 100 6.41±1.57 6.36±1.78 5.98±1.74 6.41±1.34

对照组 100 5.11±1.21 4.41±1.11 4.01±1.24 5.12±1.17

t 10.112 12.352 12.141 15.985

P <0.05 <0.05 <0.05 <0.05

2.4 心理弹性评分：观察组改善效果更佳（P<0.05），

见表 4。

2.5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评 分： 观 察 组 改 善 效 果 更 佳

（P<0.05），见表 5。

表4　心理弹性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韧性 力量性 乐观性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00 17.22±1.02 44.28±1.57 12.21±1.17 28.25±1.25 8.24±0.98 15.22±1.18

对照组 100 17.36±1.05 33.22±1.49 12.20±1.15 20.31±1.21 8.31±0.87 10.74±1.07

t 3.665 20.354 5.214 18.264 6.352 13.652

P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05

表5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水平 自我概念 自我责任感 自我护理技能 总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00
20.11±

5.12

40.21±

6.15

18.25±

3.65

33.22±

6.54

15.66±

3.10

31.54±

5.14

18.47±

3.16

37.25±

6.11

70.33±

5.63

140.22±

7.15

对照组 100
20.30±

5.11

35.14±

6.02

18.16±

2.95

23.16±

5.12

15.60±

3.11

25.12±

5.03

18.65±

3.22

30.25±

5.95

7.18±

5.34

105.33±

7.05

t 2.004 18.555 3.574 16.332 2.687 15.624 1.352 13.587 1.257 12.054

P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05 ＞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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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老年常见慢性病的疾病类型主要包括肺部疾病、内

分泌代谢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该类型疾病具有较长

的病程时间，其致病因素复杂，发病率比较高，严重损

害人民群众的健康。由于大部分患者缺乏对慢性病的正

确认识，容易导致病情反复发作，长时间处于疾病状态

会对全身的其他脏器产生损伤 [3]。在药物防治的基础上，

为患者提供社区健康指导和医疗卫生对于慢性病的防治

尤为重要 [4]。

本文通过探究社区全科医学保健和健康指导对老年

常见慢病的干预作用，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依从率、

管理满意度较高，观察组健康行为、心理弹性、自我管

理能力改善更明显（P<0.05）。主要原因为：在社区工

作中，社区全科医学保健的中心是患者，它可以将护

患、医患间的关系拉近，综合了解患者的疾病和生活，

将更好地服务提供给患者，有利于加快疾病恢复。同

时，社区全科医学保健具备优质性、全面性、综合性的

特点，注重与患者的治疗需求和实际病情有效结合，为

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医疗服务，进而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显

著提升 [5]。社区全科医学保健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具有十

分频繁的交流，强化综合防治措施，对患者实施全面的

健康指导，可以使其病情发展和血压、血糖水平达到稳

定状态。对于老年慢性疾病患者来说，在对其实施综合

管理过程中，还需要强化对他们的健康指导，全面、系

统的干预和咨询患者的健康状况，与患者的病情有效结

合，将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方案制定出来。通过对患者的

心理情绪密切观察，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可以

减轻其不良情绪，并对自身疾病具有正确的认识，有利

于使其更好地配合各项治疗活动，进而更好地控制血

压、血糖、血脂水平。同时，通过指导患者的生活及饮

食，能够使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提高自我

管理能力，保证治疗效果 [6]。通过指导患者实施运动锻

炼，能够使患者保持愉悦、轻松的心态，积极的面对疾

病，减轻其不良情绪，增强免疫力。此外，强化对患者

的用药指导，可以督促患者严格遵照医嘱用药，确保治

疗的安全性、有效性，改善预后恢复 [7]。

综上所述，对老年常见慢病患者应用社区全科医学

保健和健康指导，可以使其治疗依从性、管理满意度提

高，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健康行为、心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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