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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个案全程管理模式护理的效果观察 

王改梅 

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晋中 

【摘要】目的 探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个案全程管理模式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择本院 2021.04-202
2.02 收治慢性心力衰竭病人共计 70 名，以入院时间线法平均分出两组，即为常规组（2021.04-2021.08）、

实验组（2021.09-2022.02），每组 35 名设为研究对象。常规组予以常规管理模式护理、实验组予以个案全

程管理模式护理，对比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自我管理评

分更高，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结论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个案全

程管理模式护理可提高其生活质量，强化自我管理能力获得理想预后结果，建议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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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cas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Gaimei Wang 

Jinzho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Jinzhong, Sh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s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routine group (April 2021 to 
August 2021)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eptember 2021 to February 2022), with 35 subject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anagement mod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as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mode nursing. The Self-management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elf-management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mode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strengthen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obtain ideal 
prognosis.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Chronic heart failure; Cas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mode; Nursing; Effect 
 

慢性心力衰竭属于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疾病，由

于患者血流动力学负荷过载、心肌疾病、心肌梗死

等诸多原因引起的慢性心肌病损，心肌收缩力减弱

故而无法帮助患者心脏搏出足够支撑机体组织代谢

和静脉回流的血量供给，造成慢性心力衰竭。此病

具有发病率、复发率高的特点，且有病死风险，除

介入有效治疗外还应配合具有整体性、连续性的护

理措施，帮助患者加强预后表现。而个案全程管理

模式较为贴合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护理需求，全程管

理护理的介入合理协调医疗保健系统、疾病护理连

续性，保证护理管理战略综合统一，可帮助患者因

疾病恢复不同情况予以的不同护理工作保持连续

性，临床应用可行性强[1]。基于此，本统计旨在分

析个案全程管理模式护理的效果，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选择本院慢性心力衰竭病人共计 70 名设为研

究对象参与 2021.04-2022.02 统计研究，以入院时间

线法平均纳入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35 名。本次统

计患者均知情同意，已签署相关责任书。 
常规组：男患 20 名、女患 15 名；年龄范围 25

-72 岁、平均年龄（59.66±4.02）岁。实验组：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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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名、女患 16 名；年龄范围 24-72 岁、平均年龄（6
0.15±4.10）岁。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加强基础

用药治疗，慢性心衰者需要按时规范用药，为保证

用药疗效护理人员需叮嘱患者不可擅自停药或换

药，提醒慢性心衰治疗中的所有配合事项。定期随

访，掌握患者病情变化并叮嘱其按时复查。 
实验组：首先，依照挑选标准规划个案，主动

与患者、家属建立联系讲解个案全程管理目标、护

理内容和注意配合事项，服务由护理计划逐步实施，

个体病患以专业管理护士负责，全程记录患者基础

情况、描述护理服务项目应用、记录后期访问信息。

其次，组织个案全程管理团队下每个月开展一次会

议，综合反馈、描述月前实施方案，加以调整和修

改。护士每周与学生建立 1-2 次面对面交流，护士

解答患者合理疑问，患者描述治疗中感受，合理结

合慢性心衰防治知识制定健康宣传手册或向患者以

多媒体形式播放教育视频，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

医院内部教育方式应高效，每天开展知识教育 2 小

时向患者讲解科学饮食、运动锻炼、并发症预防、

合理用药等。明晰慢性心衰诱发病因，评估患者恢

复程度后合理调整指导重心，为加强患者印象推荐

配合图片分析。最后，观察患者病情后制定独立性

护理规划，教会患者家属正确测量基础生命体征了

解对病情的影响，掌握恶化处理方法。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分析，资料以

（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管理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自我管理评分更高，P＜0.05。 
2.2 生活质量评分 
表 2 中，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 

表 1  自我管理评分统计表( sx ± ，分) 

组别 例数 症状管理 饮食规范 心理适应 药品管理 

常规组 35 7.02±1.30 8.28±2.07 7.24±3.60 12.42±0.28 

实验组 35 13.01±1.52 15.14±1.22 14.28±1.43 18.55±1.15 

T  17.718 16.891 10.752 30.640 

P  ＜0.05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统计表(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 心理 

常规组 35 15.02±0.14 12.34±1.55 

实验组 35 19.33±1.27 18.15±1.64 

T  19.957 15.232 

P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疾病通常是各种心脏病的终末发

展阶段，具统计我国心脏病患病人数正在逐渐提高，

患病率已达到 1.5%左右，不仅为家庭带去较大的经

济负担，而且占据大量医疗资源临床施治难度较大。

慢性心力衰竭疾病正在逐渐发展为世界关注的卫生

问题，此病不仅会减弱患者心功能，而且缩短了人

们有效生存时间，对此致力于探究介入有效治疗手

段的同时予以个案全程管理模式，维护患者治疗全

程身心状态[2]。在所有慢性病管理中个案全程管理

模式属于创新型护理服务技术，以积极满足病人的

康复需求为主制定管理规划，向患者表达专业化护

理工作意义从多个角度渗透管理手段，例如家庭访

问、院内教育方式、网络影响等服务方式均见效明

显，向患者本人和家属均提供健康知识普及教育、

心理指导等策略，展现了个案全程管理模式护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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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整体性、连续性，使不同服务环节衔接良好积

极维护患者的生活品质，可为今后临床护理管理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促进具有延续化特征的护理体质，

组织科学医疗方法充分利用资源，考虑为此专业的

长期发展提供依据[3]。 
结果可见，实验组患者自我管理评分、生活质

量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个案全程管

理模式护理效果理想，可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缩短康复进程缓解治疗压力，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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