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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联合全科门诊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杨岚 

(平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5200)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优质护理联合全科门诊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择全科门诊就诊没有应用优质护理的 30 例患者和全科
门诊已经应用优质护理的 3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别标注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借助问卷调查模式，统计出不同组别患者对全科门诊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结果:研究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主动关心程度、服务专业性、慢性病知识的健康宣教的满意度、就诊服务的总体满意
度、就诊秩序的满意度均大于对照组（p＜0.05）；对就诊环境满意度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通过使用优质护理联合全科门诊，可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让患者获得更高的满意度，在实际应用期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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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调查发现，当前慢性病的患病率在不断上升[1]。虽然慢性病在最初
阶段不会对机体带来显著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致残甚至是
致死的风险。因此，全科门诊也需要重视慢性病的管理，要采取有
效的护理措施，降低患者病情的风险。门诊属于患者在患病后直接
就诊的地方，全科门诊的医疗技术、服务质量会影响到后续治疗效
果。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有关病例，旨在探讨分析优质护理联合全
科门诊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详细信息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02 月期间前往全科门诊就诊的

患者，包括 30 例没有应用优质护理和 30 例已经应用优质护理的患
者，并将其分别设定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
例等基础信息资料没有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没有应用优质护理，仅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包括慢

性病知识的健康宣教；研究组患者已应用优质护理。优质护理服务
实施过程如下: 

(1)护理人员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在全科门诊护理期间，护理
人员着装整洁，精神饱满，与患者沟通时语言柔和，动作相对轻柔，
并具备良好的观察反应能力，针对特殊人员，如耳背的老年人，门
诊上使用扩音器等辅助设备。(2)主动对患者进行关心和帮助。在患
者前来门诊就诊时，护理人员面带微笑主动交谈，并使用方言或者
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询问患者的具体状况，明确患者的不适特征，并
带领患者前往就诊科室。(3)为患者创造出相对、对舒适、轻松的就
诊环境。对特殊人员，提供力所能及地帮助，在放松安逸的状态下，
确保患者不会受到焦急、抑郁等负面心理的干扰。此外，在患者周
围设置合理的指示牌，让患者尽快适应当下环境，针对行动不便的
患者，护理人员还要主动去搀扶，提供轮椅等力所能及的的帮助，
得到检查结果后要注意患者个人隐私，未经患者允许，不得查看患
者检查结果，但是要带领患者即使找医生就诊。(4)向患者介绍有关
慢性病的健康知识。结合患者病症特点，有针对性地向患者说明对
应疾病的特征，明确日常生活中在饮食、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帮助
患者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使患者消除对疾病担忧和恐慌，
使其充满乐观、自信的态度去接受治疗，并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在对患者健康教育时，需要明确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让患者树立
健康意识，并要注重结果反馈，争取让患者能复述相关知识，确保
患者真正掌握健康知识。 

1.3   评价指标 
借助问卷调查的方式，向患者发放相关调查问卷，了解各个项

目的满意度情况。根据调查问卷的主要项目分布，其包含以下几种
内容。(1)护理人员主动关心程度；(2)护理人员服务的服务专业性；
(3)有关慢性病知识的健康宣教；(4)对就诊环境的满意度；(5)对就诊
服务的总体的满意度；(6)对就诊秩序的满意度。问卷调查要满足及
时发放、及时回收的要求，针对上述六个项目，单个项目内的评分
在 1—5 分之间，按照满意状况的划分，包括极其满意、满意、一
般、不满意、非常差五种情况，上述情况的分值分别为:5 分、4 分、
3 分、2 分、1 分。在分值相对较高的状况下，表明护士服务质量

更佳。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本次研究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x±s)来表示，结合 t
检验与卡方检验，在满足 P<0.05 时表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比观察不同组别患者的全科门诊护理服务满意度，发现研究

组患者对护理人员主动关心程度、服务专业性、慢性知识宣教满意
度、就诊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就诊秩序满意度方面的评分均大于
对照组（p＜0.05）；对就诊环境满意度无明显差异（p＞0.05）。详
细数据统计见表 1。 

（表 1-满意度统计调查表（分）） 

组
别 

病例数
量（例）

主动关心
程度 

服务专业
性 

就诊环境
的满意度 

慢性病知
识的健康

宣教 

就诊服务
的总体满

意度 

就诊秩序
的满意度 

研
究
组 

30 
4.40±

0.55 
4.47±

0.62 
4.48±

0.62 
4.77±

0.42 
4.69±

0.46 
4.50±

0.56 

对
照
组 

30 
3.37±

0.71 
3.37±

0.75 
4.20±

0.48 
3.37±

0.60 
3.43±

0.56 
3.13±

0.50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分析讨论 
在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有关慢性病的

患病率也在逐渐上升，民众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愈加严格[2]。因
此，在患者就诊期间，就应当采取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措施。优质护
理就符合这一要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倡导“以人为本”，并具备
程序化与人性化特点。首先，在对患者实施护理期间，整个护理工
作内容是按照科学、系统化的护理程序来展开。其次，在提供对应
的护理服务项目时，秉持人性化原则，保持与患者的良好沟通关系，
通过使用温和的语言、良好的态度与规范化的行为，让患者体会到
关心和帮助[3]。 

结合本次研究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对护理人员在主动关心程
度、服务专业性、慢性病知识宣教满意度、就诊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就诊秩序满意度方面的评分均大于对照组（p＜0.05）；对就诊环境
满意度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在应用优质护理联合全科门诊的状况下，能够从耐
心服务、维护就诊环境、合理安排导诊、慢性病知识宣教满意度等
多方面出发，让患者感受到优质护理的舒适感，有助于提高护理满
意度，实际应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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