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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病康复护理自我管理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崔莉  陈艳丽  许慧娟  陈晓旭   孙路* 

(徐州九如城九云康复医院  221000  江苏徐州) 

摘要:目的：评价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方案在老年病患者中的运用效果，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方法：研究于 2021 年 2 月-2023 年 2 月实施，共纳

入 76 例老年病患者，运用抽签原则分成参比组、实验组，38 例/组，参比组运用常规护理，实验组运用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措施，比较分析组间疗效。

结果：实验组老年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自我管理能力评分高于参比组，组间比较 P＜0.05；实验组总护理满意度高于参比组，组间比较 P＜0.05。

结论：常规护理老年病患者时，以康复护理自我管理进行辅助，可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积极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患者给予较高评价

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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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elf-management in elde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management plan in elderly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Method: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3, involving a total of 76 elderly patien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principle of drawing lots, with 38 cases per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management measur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scores of elderly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intergroup comparison 

P<0.05; Th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When providing routine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elf-management can assist in improving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positively affect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is an intervention measure that patients give high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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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国情，伴随年龄增长，人体各项功能均处于衰弱

趋势，因此，老年人的发病率很高[1]。常见老年病多为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等，均为慢性病，暂无治愈可能，老年患者生活质量因而降低。

常规护理在老年病患者中有很高使用率，对临床疗效有促进作用，但该

护理方案实施的理念是以疾病为中心，导致患者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

未获得充足重视[2]。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方案即为患者实施康复护理时，

再培养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以促进护理效果，平稳病情，改善生活质

量。鉴于此，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3 年 2 月间抽选 76 例老年病患者

为对象，分析评价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方案的临床效果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1.2-2023.2，对象：本院老年病患者，总计 76 例，

分组原则：抽签法，组别是参比组、实验组，38 例/组。参比组病程区

间 1 年-15 年，均值（6.75±1.38）年；年龄区间 69 岁-88 岁，均值（76.42

±2.15）岁；男患者、女患者各为 20 例和 18 例；患者类型：高血压 18

例、糖尿病 12 例、冠心病 8 例。实验组病程区间 1 年-15 年，均值（6.78

±1.42）年；年龄区间 69 岁-8 岁，均值（76.53±2.38）岁；男患者、

女患者各为 21 例和 17 例；患者类型：高血压 19 例、糖尿病 11 例、冠

心病 8 例。组间基本资料比较分析 P＞0.05，差异不突出，有比较性。 

1.2 方法 

参比组行常规护理：（1）根据医嘱指导患者用药，规避停药、换药

等不良情况。（2）宣教疾病有关基础知识，说明疾病危害，提高患者配

合程度。（3）定期监测患者血压、血糖、心率等相关指标，了解患者病

情变化，以便医师调整用药方案。（4）告知患者治疗护理期间的注意事

项，包括运动、饮食等。 

实验组行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方案：（1）情绪方面：通过护患沟通方

案引导患者倾诉内心需求，评估其心境，明确存在异常时，调查问题发

生原因，而后实施针对性干预方案，包括举例既往病情控制良好、生活

质量理想案例，以消除患者的悲观情绪，此外，运用安慰、鼓励式语言

进行交流，能够缓解患者不良情绪。（2）饮食方面：针对高血压患者，

指导其自我监测血压、记录检测值方法，并告知患者若存在异常，立即

通知医护人员，同时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告知饮食中以新鲜蔬菜、水

果为主，保持低盐、低脂、低糖饮食，适当补充钾元素，有促进降压效

果作用。针对糖尿病患者，指导其正确使用血糖监测仪，并合理饮食，

严格控制糖、盐、热量的摄入，根据患者身体状态制定运动计划，可以

提高血糖控制效果，保证患者摄入均衡营养。针对冠心病患者，叮嘱患

者不可食用过多钠盐，控制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的摄入，日常饮食以清

淡易消化、营养丰富食物为主，有提高患者身体免疫力，缓解病情作用。

（3）运动方面：检查患者身体，了解其生命体征变化，及运动耐力情

况，并说明运动对疾病的影响，而后以患者实际情况编制个性化运动方

案，包括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在此过程中，着重说明运动

方案需以循序渐进方式进行，不过过量运动，以免给身体带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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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评估护理干预效果：以患者生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情况为

观察指标，生活质量评价量表即 SF-36 简易健康状况调查表，其中含有

8 个维度，共 100 分，生活质量与评分呈正比；自我管理能力评价用 ESCA

自护能力测评进行，表中有 43 个问题，共 172 分，分值越高，自我管

理能力越强。 

（2）评估护理满意度：用问卷调查方法评估满意度，总分 100 分，

包括满意等级、基本满意等级、不满意等级，其中，满意评分范围是

90-100 分，基本满意评分范围是 70-89 分，不满意评分范围是 0-69 分，

满意百分率+基本满意百分率=总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方法 SPSS20.0，计量资料用（ sx ± ）、t 描述与验证，

计数资料用（n%）、X2 描述与检验；组间比较有统计学研究意义的标准

是 P＜0.05。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评比 

参比组生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评分低于实验组，组间有统计学差

异，比对显示 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护理效果评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 自我管理能力 

参比组 38 75.36±2.49 98.34±2.96 

实验组 38 80.78±5.83 113.57±4.85 

t - 5.2703 16.5233 

P - 0.0000 0.0000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参比组总护理满意度较实验组低，组间有统计学差异，比对显示 P

＜0.05。如表 2 所示： 

表 2.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参比组 38 14（36.84） 16（42.11） 8（21.05） 30（78.95） 

实验组 38 22（57.89） 15（39.48） 1（2.63） 37（97.37） 

X2 - - - - 6.1758 

P - - - - 0.0129 

3 讨论 

老年人身体功能呈现退行性变化，致使其机体免疫抵抗力、身体素

质等均降低，是导致患者患病的主要原因。其中，发病率高的疾病类型

为糖尿病、高血压等，能够使患者的身体、生活发生变化，继而产生焦

虑、心慌等不良情绪，日常生活质量因而降低[3]。此外，多数老年病患

者在发病后生活活动能力下降，致使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常规护理致力于辅助医师完成相关医疗方案，以确保疾病得到缓

解，对患者的重视度不高。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模式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

干预措施，实施过程中，考虑到患者负性心理、饮食、运动等方面均有

良好干预，除此之外，还会对患者进行宣教，促使其清楚自我管理能力

培养的重要性[4-6]。研究发现，实验组的护理效果、总护理满意度均高于

参比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研究意义。提示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措施在老

年病患者的护理工作中有可行性，分析原因可知，该护理方案实施过程

中，能够及时发现患者有无心理问题，并帮助患者形成健康、合理、科

学的饮食习惯，及运动行为，这对于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身体素质有

重要作用[7-8]。老年病中，高血压、糖尿病能够对人体动脉形成影响，是

诱发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能够引起脑卒中、冠心病等；对患者

的神经功能、心功能有较大损伤，若未予以有效干预，将有可能诱发残

疾、心力衰竭等，威胁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优质医疗方案

的同时，运用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措施进行配合，可以使临床疗效提高，

减轻疾病痛苦，生活质量因而提高[9]。 

综上，康复护理自我管理方案有显著干预效果，老年病患者运用之

后，病情、生活质量均有改善，临床推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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