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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家庭文化层次对痛风患者护理的影响及护理干预探究 
杨  书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探究家庭文化层次对痛风病人护理效果产生的影响，并为医护人员制定护理方案提供可靠支持。方法 以完全随机的方法在我
院选择 50 名痛风患者，所有患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时间都处在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的范围内。对抽签的方法进行利用，以此将病人
划分成两个小组，也就是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包括的病人有 25 例。将组别作为参考依据，分别对两组采取不同的护理方法，其中对照组
接受传统护理，观察组接受以提高家庭文化层次为基础的护理模式。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饮食依从性、知识掌握程度、关节护理准确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以家庭文化层次为基础的护理方法具有良好效果，其能够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及知
识掌握程度，改善关节护理效果，提高病人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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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是一种常见疾病，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病人体内的尿酸过

量，致使排泄不良，引起高血尿酸，导致痛风病发生。目前临床上
对这种疾病进行治疗时，多会在病人出院后采取跟进式护理，以提
高疾病控制效果，保证病人生活品质。但目前多数医院采用的护理
方法实施效果欠佳，未对家庭文化层次予以关注，导致病情无法得
到有效控制。为此有学者指出，在开展痛风患者的护理工作时，需
要提高对家庭文化层次的关注度，并将其作为重要基础，以此落实
对病人的护理工作，积极影响护理效果[1]。为探究家庭文化层次对
痛风患者护理效果产生的影响，本文特此展开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分析 
1.1.一般资料 
在我院选择 50 名痛风患者，所有患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时间

都处在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的范围内。对抽签的方法进行利
用，以此将病人划分成两个小组，也就是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包
括的病人有 25 例。在对照组中，男性病人的人数是 21 例，女性病
人的人数是 4 例，年龄都处在 41 岁到 67 岁的范围内，平均数值是
（54.15±8.22）岁；在观察组中，男性病人的人数是 22 例，女性
病人的人数是 3 例，年龄都处在 42 岁到 65 岁的范围内，平均数值
是（53.29±8.14）岁。所有病人的基础性资料已进行对比，且结果
是不具有差别，因此病人之间具备可比性。参与本次研究的病人均
不具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肝肾功能障碍，且在开展本次研
究前，已将研究内容及目的如实告知病人及其家属，并成功取得病
人以及病人家属的认同。 

1.2.研究方法 
对照组接受传统护理，也就是在病人出院前，为其讲解相应的

注意事项。观察组接受以提高家庭文化层次为基础的护理干预方
法，具体内容如下：①组建健康教育小组，并落实对病人及家属的
集中培训措施，详细讲解与痛风疾病相关的知识内容，告知病人及
其家属正确的护理方法；②需要通过语言教育病人及其家属，制作
适用于不同文化层次家庭的手册，免费发放给病人及其家属。针对
文化水平较低的病人家属，医护人员需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
此为病人家属讲解各项知识，进而提高病人家属对相关知识的掌握
程度；③可选择对微信平台进行利用，定期推送与痛风相关的知识
内容，以提高病人的认知程度；④需要对病人的用药习惯进行考量，
以制定用药方案，并要求病人依照医师嘱咐用药，禁止擅自调整用
药剂量与时间。此外，需要分析病人的饮食方案，不断优化饮食结
构；⑤医护人员每周需要对病人进行回访，并在回访过程中询问病
人的疾病恢复状况，了解其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2]。若发现病人
缺少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则医护人员应在随访过程中进行详细讲
解，进而提高其知识水平；⑥需要提高对病人心理状态的关注度，
并与病人家属进行交流，要求其认识到心理干预的重要性，科学干
预病人的心理状况。此外，应告知病人如何对情绪进行调节。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病人的相关指标进行调查，主要包括治疗饮食依从性、

知识掌握程度、关节护理准确率，并分析其护理满意度。其中，治

疗饮食依从性、知识掌握程度、关节护理准确率均由医护人员统计，
分别计算总依从人数、完全掌握与部分掌握人数、关节护理准确人
数；护理满意度分为 3 项内容，分别是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
采用的调查工具是院内专家结合标准自行编制的问卷。 

1.4.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病人各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 t、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分析两组各项指标 
两组病人的各项指标如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各项指标对比 

组别 n 
治疗饮食依从

人数 
知识掌握程度 

关节护理准确
率 

对照组 25 17（68%） 18（72%） 18（72%） 
观察组 25 23（92%） 24（96%） 23（92%） 

2x   9.307 9.226 9.589 
P  ＜0.05 ＜0.05 ＜0.05 

2.2.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 
两组护理满意度如下（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25 10（40%） 7（28%） 8（32%） 17（68%） 
观察组 25 14（56%） 8（32%） 3（12%） 22（88%） 

2x   7.234 5.442 6.991 9.472 
P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为保证痛风患者生活质量，在其出院后必须采取家庭跟进式护

理。但部分病人家属缺少对痛风知识的了解，且对护理方法的认知
程度较低，导致护理效果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
要对家庭文化层次加以重视，并落实护理措施，以提高病人家属对
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而对护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3]。通过对本
文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可发现以提高家庭文化层次为主的护理方
法能够提高病人的治疗饮食依从性、关节护理精准性及知识掌握程
度，且能够提高病人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由此可见，这种护理方
法的应用效果良好。 

综上所述，家庭文化层次对痛风病人的护理效果具有积极影
响，因此应对其予以关注，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病人及其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而促使护理效果实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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