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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317 护理平台在全科医学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医院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全科医学科住院的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予以常规健康教育联合 317 护理平台。一周后，比较两组

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护理服务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护理服务满意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及患者家属（P＜0.05）。结论：317 护理平台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全科医

学科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护理服务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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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护理手段已成为一项主要的

护理工作。在全科医学科，绝大多数患者是老年人，从而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年轻住院患者有

很大的不同，全科医学科健康教育的对象往往是患者的儿女或者护工。但是因为陪护人员的

不固定，患者家属在医院停留时间短，而且传统的书面健康教育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健

康教育缺乏个体针对性。同时护士的知识不全面，认识不足，指导过于片面，流于形式加上

沟通不到位，缺乏积极主动性，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健康教育急需做出改进。如何对患儿家属

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已成为现今护理层面讨论的热点，随着各种手机应用软件的普及，人

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各种手机软件应用于健康教育的研究层出不穷，2020 年 12 月开

始在全科医学科患者及患者家属中采用 317 护理宣教平台，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和护理工作，取得满意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在科室治疗的患者，按疾病抽样 120 例，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 60 例，病情为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观察组患者

及患者家属中，男 38 例，女 22 例；患者 15 例，患者儿子 18 例，患者女儿 22 例，护工 5
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8 例，初中、高中文化程度 36 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6 例。对照

组患者及患者家属中，男 30 例，女 30 例；患者 18 例，患者儿子 19 例，患者女儿 20 例，

护工 3 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30 例，初中、高中文化程度 26 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4
例。经比较，两组全科医学科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及患者家属接受常规全科医学科健康教育，即一般入院宣教、住院期间随机

口头健康教育、纸质健康教育手册和出院宣教等。观察组患者及患者家属，在常规健康宣教

基础上，采用 317 护理宣教平台的健康教育。

（1）317 护理宣教平台的建立。首先由科室负责人，如科主任，护士长确定平台的内容，

然后主治医生、主管护师、护师和护士，通过头脑风暴讨论、文献检索、小组讨论等环节，

确定 317 护理宣教平台的具体内容。内容的主要包括：住院指导、相关专科疾病的知识介绍、

各种护理操作、护理措施的介绍、健康饮食的宣教、康复锻炼、各种辅助检查的注意事项等，



所编写的健康教育内容要配有相关的视频和图片，保证文字通俗易懂。完成内容设计后，由

护理部进行课程审核合格后传送到平台上。

（2）规范化的 317 护理宣教平台。患者及患者家属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责任护士根

据患者的信息将患者纳入“我的床位管理”进行“一对一”护患互动，并根据患者病情每日

推送相关知识让患者及患者家属学习。患者及患者家属可自行进入平台进行学习，反复学习

相关的内容，不明白或有疑问的地方可在线通过护患互动模块提问，责任护士可选择临床或

在线进行解答。责任护士每日检查患者的阅读情况和知识掌握程度，对掌握不好的进行指导

后再多次向患者及患者家属推送相关内容，分析原因，及时修改和调整相关内容。

1.3 观察指标

（1）患者健康宣教落实率：从患者入院宣教，住院期间相关疾病知识健康宣教，康复指

导，出院宣教四阶段进行检查。（2）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从住院指导、用药指导、饮食

指导、康复锻炼、出院指导 5 个方面进行了解。（3）患者护理满意度：制定护理满意度调

查表，从关爱沟通、健康宣教、护理人员态度、护理质量和病房环境 5 个方面进行评价。每

个方面 4 个条目，每个条目 0~5 分，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理满意度越高。＞80 分

为非常满意，60~80 分为满意，＜60 分为不满意。患者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
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比较应用Χ²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患者及患者家属 50（83.34） 8（13.33） 2（3.33）
对照组患者及患者家属 45（75） 6（10） 9（15）
3 讨论

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健康教育因为受到

护士沟通能力、知识层面、宣教内容与患者需求不符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健康宣教的效果。

“317 护”是由中国护理管理杂志社推出的在线宣教产品，由微信端患者服务、护士端

APP、医院管理系统后台等三个应用软件组成，是满足医护患三方需求的在线护理宣教解决

方案。“317 护”护理宣教平台，将传统的口述宣教、高成本的纸质宣教变为微信课程推送，

引导患者及患者家属自主学习和提问，使宣教工作更加简单、生动、有趣，从而满足患者及

患者家属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了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满意度。

3.1 应用 317 护理宣教平台的优点

317 护理平台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地点、家属陪护人员变化等各种原因的影响，即只

要护士推送了患者疾病的相关知识，家属都可以通过手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查看患者的

相关知识并进行学习，这样既可以提高患者及患者家属对疾病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增进护患

沟通，也可以减少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和提高住院的满意度。

3.2 应用 317 护理宣教平台的局限性

应用 317 护理宣教平台在患者健康管理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科医学科患者多数是老

年患者，导致患者具备操作智能手机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文化背景，因此本

研究是从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患者及患者家属开始做起，确实收到不错的效果。受医院无线网

络的局限，家属经济条件的限制，患者及患者家属并没有马上打开平台阅读，使得知识获得

延后。



参考文献
1李艳玲，陈熙，周英莲，等“317 护”平台在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医学研究与教育，2019,36（5）：58-62

2 曾婷，周莹，吴瑞明，等.信息化健康教育平台在住院患者种的实践应用［J］.当代医学，2019,25(17):181-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