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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干预对肺结核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观察

贺龙云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 江苏 太仓 215400

【摘 要】：目的：对肺结核患者实行延续护理干预，探究此种护理模式产生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以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为时间段，总共筛选出 78例肺结核患者纳入实验研究范围，其中 39 例作为 B组（对照组），另外 39 例作为 A 组（观

察组）。对 B组患者实行普通护理，对 A 组患者实行延续护理干预，就两组患者的生活情况作为指标进行对比。结果：A 组

患者的生活水平更好，各指标评分均较高，两组间形成显著差异（P＜0.05）。结论：延续护理干预模式效果十分显著，值得

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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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危害较大的疾病，具有较高的感染率、病

死率，临床上由于该疾病的难愈性以及病情极易反复发作等

导致治疗十分困难，给患者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为了加强对

患者的护理干预，提升整体治疗与护理效果，保障患者出院

后的生活质量，目前需重点关注对患者实施的护理干预措

施。传统的护理无法持续为患者开展护理干预，导致患者出

院后病情复发，护理效果不尽如人意[1]。现就延续护理干预

发挥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探讨，具体报道为以下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0年 4 月－2021 年 4月为时间段，总共筛选出肺

结核患者 78例，其中 39 例作为 B组（对照组），另外 39

例作为 A 组（观察组），A 组中男女患者的人数比为 8：5，

年龄段为 23-67 岁，年龄中位值为（45.6±1.36）岁，患病时

长为 1-9年，病程中位值为（4.5±1.79）年；B 组中男女患

者的人数比为 23：16，年龄段为 23-66岁，年龄中位值为（45.5

±1.57）岁，患病时长为 1-10 年，病程中位值为（4.6±1.45）

年。将两组患者的基本病例信息经由专业的软件分析后可知

两者间无显著差距，基本相仿，可进行对比研究（P＞0.05）。

1.2 方法

对 B组患者实行普通护理，对 A 组患者则实行延续护理

干预，主要护理内容如下：

（1）制定个人档案。为了全面掌握及实时了解患者的

基本病例信息，需在患者入院之际为患者制定个人档案，档

案中除了患者的一般信息以外，还需重点记录患者的用药情

况，将患者以往服用过的药物、服用时长等进行详细记录。

同时掌握患者对该疾病的了解、患者的生活及饮食方式等，

对患者的病情展开全面观察，尽早进行有效评估，有利于选

用适合的治疗方案[2]。

（2）疾病知识教育宣教。采用不同的方式为患者普及

有关疾病内容，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性选用最为适宜的方

法，将疾病的诱发因素、主要症状、预防与护理措施等详细

讲解给患者。增强患者的认知能力，使患者自身意识到治疗

的科学性与重要性，有利于加强患者的依从性，使患者高度

配合治疗。同时还需传授患者预防及控制措施，规避各种高

危因素，从根本上减少疾病加重或是复发的情况。

（3）药物指导与监管。将患者自身所用药物的作用、

名称、使用方法以及服用后可能产生的不良症状等提前告知

给患者，将有效地应对措施传授给患者，有助于患者在不良

症状产生之际能够进行自我护理。同时护理人员还需严格监

管患者的服药情况，避免出现服药不规律或是乱服药的现

象，在患者服药后应仔细观察患者的情况，一旦发生异常现

象则需立即采取解决措施。重点为患者强调药物治疗的必要

性以及正确服药的重要性，帮助患者养成规律服药的习惯，

加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利于出院后患者能够自行准

确、按时进行服药[3]。

（4）出院指导与随访。在患者出院之际需反复叮嘱患

者各种注意事项，尤其强调服药方面的事情，定时开展随访

工作，着重了解患者的病情状况以及患者的服药情况，详细

记录随访内容。同时需做好全面指导工作，根据患者的病情

予以患者日常生活、饮食等方面的实质性建议，帮助患者维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使患者和家属享受到更加全面系统且专

业的护理服务[4]。

1.3观察指标

采用专业的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生活情况进行评定，其中

主要包含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环境以及患者

的独立性等，分值越高则表明患者的生活情况更好，生活质

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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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专业的数据分析软件 SPSS23.0，将研究所的数据进

行处理，通过 T进行检验，P＜0.05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的生活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生理状况 心理状况 社会关系 环境 独立性

A组

（n=39）

69.1±

6.35

70.8±

9.26

76.3±

10.22

73.1±

5.87

79.4±

3.16

B 组

（n=39）

46.2±

7.81

45.9±

8.13

58.3±

9.21

49.8±

4.25

62.9±

5.44

P ＜0.05 ＜0.05 ＜0.05 ＜0.05 ＜0.05

通过观察表 1 可知，A 组患者的生活水平更高，而 B 组

患者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两组间形成显著对比（P＜0.05）。

3 结论

肺结核的危害性极大，其症状主要体现为咳嗽、咯血、

气短等，因此需在出现疑似症状之际及时采取治疗，避免病

情恶化，导致患者陷入更加危急的境地。临床上除了对患者

实施有效的治疗以外，还需加强早期护理干预工作，帮助患

者控制疾病的发展，提高患者自身的管理能力。通常患者在

出院后疾病复发的概率极高，这都是由于患者的依从性较

差，无法自行开展护理工作而导致，因此需为患者提供院内

院外连续护理模式。延续护理干预则能达到这一效果，不仅

在院内为患者提供了全面且系统的护理，而且还结合患者的

情况将护理干预延续至居家护理，帮助患者规避了各种高危

因素，保障了患者的人身安全，使患者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

[5]。

综上所述，延续护理干预效果极佳，值得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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