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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管理对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实施效果
黄仟仟 严 丽 李秋妍

梧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 梧州 543000

【摘 要】：目的：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社区护理管理，评价老年人的健康行为。方法：选择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辖区 60

岁以上老年群体 220人，通过随机将老年人分为对照组 110例与观察组 110例，分别实施常规护理与社区护理管理，通过为

期 1年的干预后向研究对象发放“对社区护理管理的满意度”、“健康知识知晓率”以及“遵医行为调查表”，比较干预效

果。结果：观察组各项遵医行为指标、对护理管理的满意度、对健康知识知晓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通过给予

老年群体实施社区护理管理，可以提高老年人健康知识知晓率，使其可以严格地遵医嘱做好生活管理，社区护理管理模式得

到了老年人的高度认可与满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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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on health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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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lement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e the health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220 elderly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0 in the district were selected. The elderl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110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110 cases, and routine nursing and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were

respectively implemented. After one year of intervention, subjects were given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and "compliance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indexes of compliance behavior,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management and awareness of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group, it can improve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of the elderly, so that they can strictly follow the doctor's advice

to do a good job in life management, commun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and satisfied with the elderly,

worthy of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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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差，抵抗

力逐渐下退，听力、视力、记忆力也明显下降，身体的多个

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同时面临着诸多的健康挑战，容易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

险[1]。近年来，我国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呈

现逐渐上升趋势，且多见于老年人群体中，尤其是生活不规

律的老年人[2]。如果没有做好日常管理，会引发更多的心脑

血管的疾病，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对于老年人来

讲，关节退化也是非常严重的，在发生跌倒易增加骨折的发

生，给老年的身心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采取有效的管

理措施，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对于合并

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通过加强对生活管理以及严格的遵医嘱

按时按量地服用药物可以对自身的疾病起到良好的控制效

果[3]。然而常规的护理管理措施内容比较单一，并没有取得

令人满意的效果。社区护理管理主要针对老年人群，使其能

够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预防以及控制疾病的发生。对老年

群体展开健康教育宣教工作、讲解常见的慢性疾病以及预防

或者康复措施，并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对策[4]。本次

研究选择 220例老年人重点分析社区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择辖区 60岁以上老年群体 220人，其中有 3

3例糖尿病患者，40例高血压患者，17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

19例冠心病患者，30例内外科疾病患者，10例其他疾病，7

1例老年人身体各项指标良好。通过随机将老年人分为对照

组 110例与观察组 110例。观察组中 50例男性，60例女性，

年龄在 60~88岁，平均年龄（74.12±2.33）岁；对照组中 5

5例男性，55 例女性，年龄在 61~88 岁，平均年龄（75.63

±2.84）岁。两组基本资料比较相近（P＞0.05），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1）年龄均超过 60周岁；（2）无重大疾

病如：恶性肿瘤等；（3）临床资料、信息不齐全；（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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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自愿参加；（5）意识清醒且具有一定

的语言沟通能力。排除标准：（1）配合度不高；（2）听力

障碍、语言障碍者；（3）中途退出者。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管理模式。对老年人展开健康宣教

工作，告知患者按时体检，定期进行随访。

观察组实施社区护理管理。（1）社区的护理人员积极

与老年人进行沟通，全面掌握老年人的基本资料，如：电话、

地址、疾病史、用药情况等，并为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定

期采用多种形式对老年人展开健康宣教工作，例如：电话、

微信、上门随访等。告知老年人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积极进行生活管理，禁止吸烟、喝酒，日常饮食以清淡、易

消化为主，三餐规律，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并鼓励其积极

参加运动锻炼。（2）对于合并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护

理人员应该定期上门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向患者讲解药物

的相关知识，指导患者正确的用药方式，使其可以严格地遵

医嘱按时用药，同时注意监测患者的血糖水平、体重、血压

等。其次，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状况制定合理的护理方案。

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护理人员应该及时上门进行康复指

导与护理干预。（3）由社区的护理人员定期组织老年人前

往医院完成体检，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4）结合老年人

的特点编写健康教育手册，由于老年人的文化素养、年龄、

工作环境、兴趣爱好都有一定的差异性，应该采用适当文字

内容，语言简单，通俗易懂，向老年人普及常规的保健知识，

帮助老年人避开健康的误区，使其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管

理。（5）引导家属给予老年人更多的陪伴与照顾，鼓励老

年人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如：合唱比赛、跳舞、书法、茶

话会等等，调节老年人的心情与陶冶情操，坚持参加运动锻

炼，锻炼身体的同时可以结交新的朋友，使老年人的心情以

及生活不断的得到充实。

1.3评价标准

（1）向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统计两组老年人的遵医

行为（积极参加户外活动、定期接受体检、严格遵医嘱用药、

加强生活管理、密切监测血压以及心理状态良好）。

（2）由老年人填写并打分，评分不足 60分可视为不满

意，61~85分为基本满意，高于 85分为非常满意，回收进行

统计、比较。

（3）向老年人发放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表，使其进行

填写，评分不足 60分可视为较差，61~85分为一般，高于 8

5分为良好，回收进行统计、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是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计数

单位采用%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2.1比较遵医行为

观察组各项遵医行为指标高于对照组，存在有明显差异

（P＜0.05），可见表 1内容。

表 1 比较遵医行为[例,(%)]

组别

积极

参加

户外

活动

心理

状态

良好

严格

遵医

嘱用

药

加强

生活

管理

密切

监测

血压

定期

接受

体检

对照组

（n=11

0）

83（7

5.45）

74（6

7.27）

27（2

4.55）

67（6

0.91）

62（5

6.36）

67（60.

91）

观察组

（n=11

0）

94（8

5.45）

95（8

6.36）

59（5

6.63）

98（8

9.09）

80（7

2.73）

85（77.

27）

X2 8.859
20.47

5
6.374

16.46

3
7.466 6.465

P
＜0.0

5

＜0.0

5

＜0.0

5

＜0.0

5

＜0.0

5
＜0.05

2.2比较老年人对社区护理管理的满意度

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满意度更高，存在有明显差异

（P＜0.05），可见表 2内容。

表 2 观察老年人对护理管理的满意度

组别 不满意
较为满

意
十分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n=

110）

28（25.4

5）

47（42.7

3）

35（31.8

2）

82（74.5

5）

观察组（n=

110）
6（5.45）

50（45.4

5）

54（49.0

9）

104（94.5

5）

X2 7.825

P ＜0.05

2.3比较健康知识知晓率

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健康知识知晓率更高，存在有

明显差异（P＜0.05），表 3内容。

表 3 观察老年人对健康知识知晓率

组别 较差 一般 良好 总知晓率

对照组（n=

110）

26（23.6

4）

54（49.0

9）

30（27.2

7）

82（7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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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n=

110）
5（4.55）

55（50.0

0）

50（45.4

5）

104（94.5

5）

X2 9.456

P ＜0.05

3 讨论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

明显的提升，公共卫生条件以及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与

提高，我国老年人口占比持续提升[5]。由于老年人的特殊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收入、人际交往有了很大的改变，社

交活动有了明显的减少，大部分的老年人与亲属间的沟通比

较少，或者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无人

慰藉、没人陪伴、就医困难等问题，导致老年人出现抑郁、

焦虑等消极情绪[6]。通过相关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老年人都

存在有多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

死等等[7]。通常每一种慢性疾病需要服用多种药物进行治疗，

然而临床上大部分的老年人用药并不规范，会出现漏服、错

服等现象，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明显增加[10]。临床上部分老

年人因缺乏医学知识，购买一些不良的保健品，不仅错过最

佳的时期，而且还会增加患者的病情，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为此应该积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次研究可发现，通过采用社区护理管理措施，可

以明显提高老年人的遵医行为。由社区的护理人员积极地与

老年人进行沟通交流，为实现全流程健康管理护理人员为老

年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定期对老年人进行体格检查，为患

者测量血压、血糖等。在社区护理管理中，尤其注重管理合

并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上门指导患者用药知识，并嘱咐患者

应该严格地遵医嘱用药，并为其制定个性化的防治措施[8]。

在整个社区护理服务中，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充分的融

合，有计划地展开护理活动，帮助老年人减轻痛苦与负担，

促进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向老年人普及常见疾病的

预防知识，增强老年人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严格遵医嘱规

范自身的不良行为，最终实现提高辖区居民的健康水平的目

的。并根据老年人的具体情况为其制定合理科学的饮食方

案，向老年人讲解高盐、高糖饮食带来的危害。通过实施社

区护理管理，大部分的老年患者都已经加强生活管理，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9]。尤其对于存在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根

据老年人具体的病情，制定合理科学的饮食方案与运动方

案，鼓励老年人坚持参加运动锻炼，扩大老年人的交往圈子，

不仅可以调节老年人的心情与陶冶情操，而且可以促进身体

健康，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除此之外，社区护理人员推广亲

情陪伴与关怀文化，引导老年人的家属给予更多的陪伴与照

顾，可以使其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感受到被重视。鼓励

老年人积极地去参加社交活动，使其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并

且可以进行自我精神调节，可以改善老年人孤僻的性格，减

轻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10]。

在实施社区管理后，老年人的健康知晓率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社区的护理人员通过采用多种的方式对老年人展开健

康宣教工作，不断地去纠正老年人的错误认知，养成良好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此外，结合老年患者的特点为其制

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手册，可以增强老年人防控疾病与促进

自身健康的意识与能力，降低疾病的负担，在制定健康手册

的过程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语言描述尽量简单，每一个

护理环节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知识知晓

率，进而使老年群众健康素养逐步提升。社区的护理人员亲

自的上门随访指导患者用药、生活方式指导等，并定期的去

检查护理干预的效果，同时更加注重调节老年人的心理状

况。在实施社区护理管理的过程中，定期安排老年人前往医

院进行健康体检，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降低高危人群发

病风险。尊重每一位老年人，主动征求老年人的建议，不断

的优化社区护理服务，给予老年人更加全面综合性的保健服

务，老年人对社区护理管理模式有了更高的肯定与满意。

通过给予老年群体实施社区护理管理，可以提高老年人

健康知识知晓率，使其可以严格地遵医嘱做好生活管理，社

区护理管理得到了老年人的高度认可与满意，值得在临床上

大力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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