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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护理延伸服务对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改善探讨。方法：从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内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混合
性结缔组织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86 例，予以随机平均分组处理，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就此基础上加以护理延伸服务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自我
管理行为、满意度结果的对比。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评估分值差异不明显（P＞0.05）；护理后，均有一定提高且观察组较对照
组更高（P＜0.05）。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对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患者实施护理延伸服务干预具有较
佳效果，可有效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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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属于一种血清中有极高滴度的斑点型抗核

抗体 nＲNP 抗体，临床上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化症、皮
肌炎、多肌炎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特征的临床综合征[1]。混合
性结缔组织病的发生会使得患者的正常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因
此，除了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干预外，还应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以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就此，本文将对我院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内接收的 86 例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患者进行分析，意在
探讨护理延伸服务的实施对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改善探讨，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接收的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患者 86 例，入院时间范围

介于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之间，加以随机分组处理。对照组
中，共有 33 例男性，10 例女性。年龄范围介于 32~66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48.40±1.60）岁。观察组中，共有 30 例男性，13 例女
性。年龄范围介于 30~6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9.50±1.80）岁。
两组患者 基础资料不具有明显差异，均衡可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进一步加以护理延伸服务

干预，具体如下：（1）出院指导：对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应有专
业的护理人员为其发放相应的出院指导宣传册。内容应主要包括日
常的保健知识、疾病预防、药物治疗指导、饮食运动、避孕常识、
坚持治疗的重要性以及专科门诊预约等。（2）出院后的延续护理服
务干预：分阶段进行，分别在患者出院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九
周由我院专业的护理人员进行电话随访以及时了解患者的身体状
况。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每个季度组织一次出院患者
的健康知识讲座，通过健康知识宣讲，提高患者的相关认知及日常
自我管理能力。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对疾病的治疗控制，坚
持遵医嘱服药，减少危险因素。同时，护理人员还应联合患者家属，
共同为患者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信心，并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患者自
我管理行为的监督。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

果。（1）通过本院自制评估量对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展开评
估对比，百分制，管理能力与所得分值呈正相关。（2）以本院自
制问卷调查表评估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划分为满意、比
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不同等级，以前两等级之和作为总满意度结
果。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涉及数据均准确录入 SPSS21.0 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处理，

计数资料以(%) ²表示，取χ 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取 t 检
验，以 P＜0.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判定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后的自我管理行为评估值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评估值不具有明显差异（P

＞0.05）；分组护理后均有一定提高，并且观察组所得结果较对照
组更高（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自我管理行为评估值比较 ( sx ± ，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3 ) 74.56±1.36 88.88±1.66 

对照组(n=43) 74.65±1.97 80.36±1.86 

t 0.246 22.410 

p 0.805 0.000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估结果比较 
相较于对照组所得结果，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明显

呈更高显示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估结果比较 [n(%)]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n=43) 

33（76.74） 8（18.60） 2（4.65） 41（95.34） 

对照组
(n=43) 

26（60.46） 7（16.27） 10（23.25） 33（76.74） 

χ²    6.198 

p    0.029 

3 讨论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的发生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质量造成严重

影响，并且容易反复发作。有较大比例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缺乏
足够的认知，导致其治疗依从性不佳，可能会在症状稍有缓解时就
擅自停药或者不按时服药，加之部分患者还可能未保持良好的生活
作息习惯，这些情况均可能对患者的治疗效果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加
重病情或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2]。因此，对患者实施一定的护理干
预具有重要意义，延伸护理服务指的是患者在出院后继续接受的相
关护理干预。通过与患者的紧密联系，及时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及
自我管理行为，并及时对其不良习惯或行为予以相应的指导，鼓励
患者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同时，还
积极联合患者家属共同参与，以达到督促患者建立和保持健康行为
的目的，对患者的病情康复及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
用。文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自我管理
行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所得结果。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
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P＜0.05）。 

综上所述，将护理延伸服务模式应用于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患者
中具有较为理想的效果，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此外，
还利于构建和谐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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