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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张晓娟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  甘肃省平凉市  744000) 

摘要:目的：分析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作用。方法：选取老年慢性病患者 104 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将

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2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管理，观察组采取积极的护理干预进行健康管理。比较两组护理后的健康

行为及护理效果。结果：在健康行为方面，观察组合理饮食 84.62%、积极运动 90.38%、心态平和 92.31%、戒烟戒酒 80.77%、不适随诊 86.54%，

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48.08%、51.92%、71.15%、46.15%、50.00%，P＜0.05。在护理效果方面，观察组的知识掌握率 94.23%、健康依从率 92.31%、

护理满意率 98.08%，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75.00%、73.08%、82.69%，观察组 1 年内再住院率 3.85%低于对照组的 19.23%，P＜0.05。结论：

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采用积极的护理干预措施，能使患者的日常健康生活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对于强化知识掌握，提高依

从性和满意度，减少再住院都有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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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各种老年慢性病

的发病率也有所提升。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性健康问题，老年慢性

病一般病程都比较长，且并发症较多，对于老年患者的自理能力、

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等都有很大影响[1]。老年慢性病患者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如年龄较大、身体功能减退、身心承受能力弱等。同时

慢性病也需要长期坚持治疗和控制，因而对老年患者的依从性、满

意度都是一个较大的挑战[2]。所以，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

中，也要开展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使患者各方面情况得到改善，

从而强化健康管理的效果。基于此，本文选取老年慢性病患者 104

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分析了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

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老年慢性病患者 104 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将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2 例。在对照组中，

患者性别为男性 28 例、女性 24 例，年龄为最小 62 岁、最大 85 岁，

平均（73.16±4.22）岁；在观察组中，患者性别为男性 27 例、女

性 25 例，年龄为最小 63 岁、最大 86 岁，平均（73.23±4.16）岁。

在上述指标中，两组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该研究经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均符合老年慢性病的诊断标准，年龄在 60 岁以上，

研究内容已告知患者和家属，并取得同意。 

排除标准：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有认知沟通障碍的患者，合并

恶性肿瘤的患者，病情严重需住院治疗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管理。常规定期测量血压、血糖、血脂等

基础指标，把握患者近期病情变化，询问患者主观感受。提供基础

的人文关怀、健康指导。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取积极的护理干预进行健康管理。开展心理护理，由

于老年慢性病的病程较长，患者需要长期坚持用药治疗。出于对自

己病情的担忧，对家庭经济负担的压力等，可出现不安、焦虑、自

卑等不良心理，产生明显的情绪波动，会引起各项生理指标改变。

所以，要开展积极的心理疏导和情绪调节，联合家属共同为患者提

供心理支持。通过针对性心理干预，使患者心态放松、情绪改善，

进而提高依从性和配合度。开展健康教育，针对老年慢性病病程较

长、容易反复等特点，加强对患者自我保护和自我防范意识的提升。

在健康教育中，详细讲解各种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和预防干预方法，

强调日常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对病情的影响。讲解心脏功能障碍、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方法，说明吸烟饮酒对病情和身体的不良影响。

针对患者实际情况，采取一对一健康教育的方法，为患者提供针对

性的健康指导。让患者全面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的知识，从而积极改

善自身的健康行为。开展饮食干预，体现出饮食控制调整对老年慢

性病的积极作用和良好效果，为患者安排科学的饮食。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和针对性的饮食计划，坚持规律三餐，严格戒

烟戒酒，控制好脂肪、盐分、糖类的摄入，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纤维素，不吃辛辣刺激。开展运动干预，为患者制定科学的运动内

容，每天运动 1 次，每次运动 30min 左右。注意对运动量合理控制，

劳逸结合，心率控制水平在 170-年龄以内，促进患者身体素质的提

升和改善。开展治疗行为干预，与患者保持有效沟通，掌握患者对

自身疾病的了解情况，明确患者的具体需求。强调患者遵医嘱积极

接受和配合治疗的重要作用，纠正患者疾病认知，规范患者的日常

行为。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健康行为及护理效果。其中，健康行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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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合理饮食、积极运动、心态平和、戒烟戒酒、不适随诊。护理

效果指标包括知识掌握率、健康依从率、护理满意率、1 年内再住

院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 SPSS20.0 软件处理，以数或率、均数±标准差的方式，

分别表示计数、计量资料，并且使用 x2、t 分别检验，以 P＜0.05，

代表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在健康行为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健康行为方面，观察组合理饮食 84.62%、积极运动 90.38%、

心态平和 92.31%、戒烟戒酒 80.77%、不适随诊 86.54%，分别高于

对照组的 48.08%、51.92%、71.15%、46.15%、50.00%，P＜0.05。 

表 1 在健康行为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合理饮食 积极运动 心态平和 戒烟戒酒 不适随诊 

观察

组 
52 44（84.62）47（90.38）48（92.31）42（80.77）45（86.54）

对照

组 
52 25（48.08）27（51.92）37（71.15）24（46.15）26（50.00）

x2  13.953 16.912 6.440 11.984 14.382 

P  0.000 0.000 0.011 0.001 0.000 

2.2 在护理效果方面两组的对比 

在护理效果方面，观察组的知识掌握率 94.23%、健康依从率

92.31%、护理满意率 98.08%，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75.00%、73.08%、

82.69%，观察组 1 年内再住院率 3.85%低于对照组的 19.23%，P＜

0.05。 

表 2 在护理效果方面两组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知识掌握

率 

健康依从

率 

护理满意

率 

1 年内再住

院率 

观察组 52 49（94.23）48（92.31）51（98.08）2（3.85） 

对照组 52 39（75.00）38（73.08）43（82.69）10（19.23）

x2  5.983 5.442 5.421 4.616 

P  0.014 0.020 0.020 0.032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也

在持续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将 65 岁以上的人称为老

年人。而在中华医学会当中，对老年人的年龄划分界限一般是 60

岁[3]。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种老年慢性病，我国

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数量比较多，特别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

疾病的发病率都非常高，已经受到了医学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4]。为了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应当对其开展有效的健

康管理，同时配合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使患者健康情况得到改善，

疾病知识得到提升，进而保证规范、健康的日常生活行为，对自身

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5]。 

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中，开展积极的护理干预是非常

必要的。通过运用多种护理干预措施，如心理干预、健康教育、饮

食干预、运动干预、治疗行为干预等，能够促进患者身心状态的改

善[6]。具体来说，心理干预能使患者心理情绪状态得到好转，通过

心理疏导及家庭情感知识，让患者达到更好的治疗积极性和信心。

通过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更多的疾病相关知识内容，有助于调整

行为方式、改善生活习惯。通过饮食干预，可保证规律的三餐和合

理的饮食营养结果，并督促患者戒烟戒酒，减轻对身体的危害[7]。

通过运动干预，使患者保持合理运动锻炼，促进身体素质和各项机

能的改善与提升。通过治疗行为干预，能让患者更好的保持遵医行

为，在各项治疗中都能积极配合，提升治疗效果。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接受积极的护理干预后，在健康生活行为方面和护

理效果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

健康管理中，运用积极的护理干预，能够使健康管理效果得到增强，

对患者的病情控制、身体康复、健康提升等也都有着明显的积极作

用[8]。 

综上所述，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中，采用积极的护理干

预措施，能使患者的日常健康生活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对于强

化知识掌握，提高依从性和满意度，减少再住院都有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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