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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与实施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的 60 例老年慢病

患者开展研究，对其采用“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方式，对实施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患者对“互联网＋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均大于 95%，这一模式受到了大多数老年慢病患者的认可。结论 通过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老年慢病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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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老年人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有

序开展老年人的服务照顾工作，使得老年人能够更好的享受到改革

发展的成果，推动老有所医的建设[1]。本院开展了“互联网＋护理

服务”模式，通过这样的方式落实国务院及卫建委的有关文件，能

够有效的解决老年居家患者的健康照护问题，减少患者的经济压力

以及医疗成本[2]。基于此，本文将随机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的

60 例老年慢病患者开展研究，分析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与实施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随机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的 60 例老年慢病患者开展研究，

对其采用“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方式。纳入标准：①年龄≥60

岁。②患者存在行动不便，缺乏足够的日常生活能力。③具备固定

的居家看护者，能够良好的开展沟通，并应用智能手机。④患者及

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居

住距离位于本院 3km 之外的患者。②存在精神认知方面障碍的患

者。③中途退出本文研究患者。本研究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35：25；

年龄在 64 岁至 9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5.03±5.33）岁。本文研

究已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认可。 

1.2 方法 

对老年慢病患者开展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互联网+

护理服务"模式，其具体内容如下：①构建多学科团队，基于多学

科协作，组建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服务小组，小组内包含多个方面

的护理医师，对患者进行多方面的疾病指导。②对实施方案进行细

化。根据各科特色进行多个专科服务小组的划分，各个专科服务小

组对患者进行多方面的护理工作，覆盖患者治疗以及疾病恢复的方

方面面。③构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平台模块。借助医院所搭

建的平台，由专科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专科评估，对其服务需求进

行确定，能够完成“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收案评估记录[3]。让患

者能够借助手机端与护理人员开展沟通与交流，对患者疑问进行解

答，在护理结束后，向患者进行线上满意度调查表的发放。 

1.3 观察指标 

采用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互联网＋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进行数据收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采

用[例(%)]、( sx ± )表示，分别行χ2、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患者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均

大于 95%，这一模式受到了大多数老年慢病患者的认可。 

3 讨论 

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中，

倡导各个组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专业方向进行自愿报名，各

个小组的组长均为各专科的护士。这样的一种模式突破了时间以及

空间的限制，能够构建一个积极团结、灵活自主的管理团队，让互

联网＋护理服务这一模式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展，使得护理人员能够

对自身的专业特长进行发展[4]。同时，借助这一模式，能够很好的

提高护理人员的自我效能。在这一小组中，会坚持定期开展专科方

面的技能培训，使得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得到切实的提高。随着自

身专业能力的提高，让护理人员可以提高对自身工作角色以及工作

内涵的认知，让护理人员的职业满意度以及幸福感得到提高。同时，

采用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方式，能够使得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提高，

本文研究显示，患者对这一模式的满意度较高，这也说明这一模式

受到了大多数患者的喜爱，让其自身的健康照护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5]。这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很好的缩减患者来医

院的次数和排队的时间，使得老年患者也能够感受到良好的就医体

验。 

综上所述，通过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老年慢病“互联网＋护理

服务”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老年慢病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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