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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分析延续护理在肺结核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收集整理我院于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收治的 98 例肺结核

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按照患者使用的护理方式分为 A 组（48 例）与 B 组（48 例），给予 A 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

B 组则使用延续护理，观察对比 A、B 两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满意度。结果：B 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94.34
±0.84）以及护理满意度（98.61±0.82）均显著高于 A 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73.94±1.21）以及护理满意（83.18±1.84）

（P＜0.05）。结论：延续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肺结核患者临床护理中效果显著，有效提高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改善护患关

系，具有临床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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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疾病（TB）作为一种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疾病，

此病的发生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体肺部被经呼吸道侵入的结合杆菌

引发感染所致，迁延不愈，症状反复[1]。发病患者在临床中常常出

现咳痰、咳嗽、乏力、咯血、呼吸困难以及胸闷等。对患者的生活

以及工作造成严重影响。TB 自以为一种慢性疾病，其恢复情况与

院外的状态也有着重要关系，因此，给予患者有效、科学的院外护

理干预显得极为重要[2]。延续护理（ECM）作为一种整体护理措施，

主要是以住院护理服务为基础，将医疗护理工作带入院外护理的一

种护理方式[3]。这样不仅能保证患者在院外也能得到有效的护理，

同时也是患者感到医务人员的重视度，改善护患关系。本次研究就

给予肺结核患者采用延续护理干预，探讨其临床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整理我院于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收治的 98 例肺

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按照患者使用的

护理方式分为 A 组（48 例）与 B 组（48 例）；A 组患者男性 25 例，

女性 23 例，年龄 20~68 岁，平均年龄（45.68±18.68）岁；B 组患

者男性 26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0~69 岁，平均年龄（45.73±18.82）

岁。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书。纳入标

准：（1）所有患者均确诊为 TB；（2）均已接受抗结核治疗；（3）

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存有神经性疾病者；（2）存有其他

重要器质性器官疾病者。 

1.2 方法 

A 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根据患者病情情况指导患者

用药，同时叮嘱患者及时复查等。 

B 组患者则采用延续护理干预措施，具体为：（1）建立延续护

理干预小组，定期对小组成员进行培训，确保所有成员均已掌握肺

结核相关疾病极护理知识等。（2）通过主动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拉

近彼此距离，同时指导患者家属充分尊重和关心患者，疏导患者负

面情绪，并耐心、细心的解答患者所提出的疑问。（3）按照患者病

情情况，为其制定相应的饮食结构，平时进食以清淡为主，确保营

养的充分摄入，并保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及时补充。（4）医务人

员通过不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说出内心真实感受，并将患者所说内容

重新组织后告知患者，以反映性倾听理解患者想法，同时鼓励患者

改善其自身负面情绪，并向患者介绍 TB 预后良好的病例，提高患

者配合治疗的积极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 A、B 两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满

意度。肺结核健康知识掌握程度采用我院自制的问卷调查量表进行

评判，总分为 100 分，共 100 道题。护理满意度则采用我院自制的

满意度调查量表，满分 100 分。 

1.4 统计学方式 

采用 SPSS 21.0 软件处理，使用 t、x2 进行检验，以 P＜0.05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B 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94.34±0.84）以及护

理满意度（98.61±0.82）均显著高于 A 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

掌握程度（73.94±1.21）以及护理满意（83.18±1.84）（P＜0.05）。

见表 1。 

表 1 AB 两组对 TB 健康知识掌握程度给护理满意度比较（ sx ± ） 

组别 n TB 健康知识掌握度（%） 护理满意度（%） 

A 组 48 94.34±0.84 98.61±0.82 

B 组 48 73.94±1.21 83.18±1.84 

t - 95.951 53.068 

P - 0.000 0.000 

3 讨论 

肺结核（TB）作为因结合分枝杆菌所造成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

染疾病，此病关乎于整个社会卫生情况。而关于 TB 的相关防治手

段以及政策等，多数 TB 患者及健康人群均对其不了解。TB 的治疗

效果不理想，同时在耐药以及复发后，使得患者的心理状态极为悲

观消极，再加上长期以往的社会歧视问题和经济负担，使得患者的

心理健康受到严重伤害[4]。因此，在针对 TB 患者的护理过程中，不

仅需要重视其治疗效果好坏，同时也要对患者的生存质量以及心理

状态引起重视，并且需要通过全面、整体的护理方式健康服务每一

个出院患者。在本次研究中，通过给予 TB 患者采用延续护理

（ECM），结果显示 B 组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94.34

±0.84）以及护理满意度（98.61±0.82）均显著高于 A 组患者对肺

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73.94±1.21）以及护理满意（83.18±

1.84）（P＜0.05）。通过给予患者 ECM 措施，不仅在最大程度上的

提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拉近护患关系，同时在 TB 患者出院后，

给予 TB 患者经过专业护理知识、技能的培训的医务人员进行院外

护理，组间医务人员、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照顾人）的三者沟通渠

道，以合作、协调的方式提高 TB 患者对 TB 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

从患者自身心理上降低恐惧程度，提高治疗信心[5]。 

综上所述，延续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肺结核患者临床护理中效

果显著，有效提高患者对肺结核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改善护患关

系，具有临床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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