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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翟丽娟，王文静，石 娟，杨婷婷，任丽娟 

宁夏人民医院  宁夏银川 

【摘要】目的 探析延续护理对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与生活质量实行研究。方法 本研究

对象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108 例），均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入住本院的患者，以护理方式的不同分对

照组、观察组，各 54 例。前组人员给予常规护理随访，后组人员行延续护理，随后对 2 组人员出院时、出院后 3
个月自我护理能力得分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经过对比 2 组人员的自护能力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发现 2 组人员

在出院时并未有明显差异，P＞0.05，在出院后 3 个月出现较大差异，观察组中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自护技

能、自护知识、自护能力总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延续护理较于常规随访效果要

明显，患者的自护能力明显提高，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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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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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108 
cases), all of whom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9 to March 2020.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ith 5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former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follow-up, and the latter group was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and then the scores of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at the time of discharge and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time of discharge, P>0.05, and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3 months after discharge. Self- 
care responsibility, self-care skills, self-care knowledge, total score of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ntinued nurs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routine 
follow-up, and the patient's self-care ability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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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是一

种以累及周围关节为主的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1]。患

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关节破坏、疼痛，甚至具有残疾发

生，继而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2]。该病是反复、

长期性的，对病人精神与躯体均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伤，但仅凭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并不能建立起健康的

生活方式[3]。延续护理指在围手术期间展开有利于健康

照护连续性与协调性的互动，最终的目的为促进患者

从医院到家庭的安全顺利渡过，出院后的结局也将随

之改变[4]。现对 108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实行延续护理，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次被研究的对象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108 例），

以护理方式的不同分对照组、观察组，各 54 例。所选

取的人员均与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入住本院的

患者。前组 54 例患者年龄在 49~74 岁，平局年龄范畴

在（61.59±2.47）岁，男、女比例 24:30，后组人员年

龄在范畴在 48~76 岁，平局年龄范畴在（62.17±1.44）
岁，男、女人员比例 25:29，经统计学对比未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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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人员行常规护理随访，观察组人员行延续

护理： 
（1）建立出院延续护理小组，小组人员主要包含

护士长、医师、营养师、康复治疗师各一名以及与四

名护士组成。护士长制定与实施方案，医师负责对患

者的症状进行管理等，康复治疗师对患者的功能锻炼

进行负责、营养师对患者的饮食进行管理，护理人员

对其情绪、生活方式实行管理，并对其用药管理、症

状管理、功能锻炼与饮食管理做好督导，另外对其资

料进行收集与干预。 
（2）实施：由护理小组对患者情况建立个人档案，

给予健康教育。在出院后的 3 个月实行干预，以上门

采访与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每次访视时间为 30分钟，

电话随访 10 分钟。 
1.3 观察指标 
对 2 组人员出院时、出院后 3 个月自我护理能力

及生活质量得分情况进行比较。主要采用自我护理能

力测定量表，量表中包含自护责任感、自我概念、自

护技能、自护知识。总分 172 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

护理能力越好；采用简易生存质量量表（SF-36）进行

评估，主要包括 8个健康内容，共 36个条目，评分 0~100
分，分数高则表示功能状态良好[8]。 

1.4 统计学处理 
全文数据均采用 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析，

其中均数±标准差（ sx ± ）用于表达计量资料，χ2 用

于检验计数资料，P 决定是否有差异，其中 P＜0.05 表

示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对比 2 组人员的自护能力及生活质量评分情

况，发现 2 组人员在出院时并未有明显差异，P＞0.05，
在出院后 3 个月出现较大差异，观察组中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自护技能、自护知识、自护能力总分及

生活质量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见下表 1。 

表 1  对比 2 组患者的自护能力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n=54），分] 

组

别 

自护能力 
生活质量 

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 自护技能 自护知识 自护能力总分及

生活质量评分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出院时 出院后

3 个月 

对

照

组 

22.39±
5.36 

25.39±
4.17 

18.14±
4.21 

20.39±
2.11 

24.18±
5.11 

31.28±
3.58 

35.28±
6.22 

41.39±
3.11 

99.65±
8.24 

117.22±
10.47 

57.75±1
1.84 

65.37±2
1.22 

观

察

组 

23.59±
5.28 

31.08±
1.54 

19.22±
5.11 

26.58±
2.04 

23.08±
4.22 

38.17±
2.44 

34.28±
5.11 

50.39±
2.17 

99.22±
7.87 

145.33±
10.04 

58.44±1
1.05 

88.41±2
1.78 

t 1.172 9.406 1.198 15.498 1.219 11.686 0.912 17.439 0.277 14.240 0.330 4.320 

P 0.243 0.001 0.233 0.001 0.225 0.001 0.363 0.001 0.782 0.001 0.152 0.000 

 
3 讨论 
RA 为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全球患病率约为

0.5%~1.0%，我国患病率约 0. 3%~0.4%。大部分 RA 患

者出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比如：乏力、疼痛、

功能障碍等。所以在患者出院后仍需进行长期的治疗

与功能康复等。近年来，延续护理被广泛应用临床各

类疾病。 

本研究对 RA 患者在出院后予以不同护理，观察

组人员行延续护理，对照组人员行常规随访，发现观

察组 54 例患者在出院后三个月的自我责任感、自护技

能、自我概念、自护知识四个方面的总分及生活质量

评分明显高于出院时及对照组。可见，在出院后，观

察组由出院延续护理小组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延续

护理，通过在患者饮食、症状、用药方面以及功能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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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方面予以指导，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相对提高，与

傅根莲[5]等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延续护理较于常规随访效果要明显，

患者的自护能力明显提高，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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