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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在脑卒中院外带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后带管出院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各组 n=34），其

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管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再入院率、生活质量。结果 研究组的管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及再入院率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

其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用于脑卒中院外带管患者能有效减

少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和再入院，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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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ternet + extended nursing service" model i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duct in stroke hospitals.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March 2024 and discharged with tub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34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Internet + 
extended nursing service" mode. The incidence of pipe-related complications, readmission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ipe-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readmiss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Internet + extended nursing service"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atheter-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readmission for patients with external catheter in 
stroke hospital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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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许多患者在

医院经过急性期治疗后仍然需要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导致一些患者需要在病情稳定后带管出院，比如吞咽

障碍患者需带胃管出院，排尿障碍患者需要带导尿管

出院，呼吸功能受损患者需要继续气管插管。管道维护

成为了这部分患者出院后家庭护理中的难点，也给家

庭照护增加了一定负担，若护理不当容易引发管道相

关并发症，不利于患者康复，也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

降[1]。常规延伸护理以电话随访为主，缺乏持续性的细

致护理指导，其干预效果欠佳。“互联网+延伸护理服

务”模式可通过互联网平台与院外带管的脑卒中患者

及家属建立密切联系，并且互联网平台为实现多种护

理指导提供了便捷[2]。鉴于此，本研究将分析“互联网

+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在脑卒中院外带管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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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旨在为脑卒中院外带管患者的护理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

后带管出院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两组（各组 n=34），分别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

男 19 例，女 15 例；年龄 53~68 岁，平均（60.69±6.85）
岁；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 21 例，高中 10 例，大

专及以上 3 例；管道类型：单纯胃管 15 例，单纯导尿

管 13 例，气管插管 6 例。研究组：男 16 例，女 18 例；

年龄 54~68 岁，平均（61.05±6.69）岁；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24 例，高中 8 例，大专及以上 2 例；管道

类型：单纯胃管 13 例，单纯导尿管 12 例，气管插管 9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在患者住院期间，护士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管道相关健康知识的宣教，并为其发

放健康宣教手册，使其了解带管出院的相关注意事项

以及家庭护理技能。在患者出院后，护士每周电话随访

1 次，了解患者的家庭管道护理情况，针对出现的问题

给予相应的指导。 
1.2.2 研究组 
研究组采用“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具体

为：（1）组建多学科延续护理服务小组，涉及学科包

括神经科医师、神经科护士、康复科医师、营养科医师、

心理咨询师。神经科医师负责院外病情评估、治疗指导；

康复科医师负责院外活动评估、指导；营养科医师负责

院外非带胃管患者的饮食指导以及带胃管患者的鼻饲

指导；心理咨询师负责评估患者院外的心理状况并给

予相应心理指导；神经科护士负责对延伸护理服务的

实施。（2）构建互联网平台：①建立微信交流群，护

士指导患者、家属加入病友交流群，由护士不定时分享

健康知识，且患者、家属可咨询健康问题。②在医院原

有小程序平台中增加脑卒中带管出院患者康复管理版

块，护士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关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指

导患者及家属了解小程序以及其中脑卒中带管出院患

者康复管理版块的功能和使用小程序的方法。③科室

利用微信直播平台开展院外的定期远程健康讲座。（3）
基于互联网平台实施延伸护理服务：①微信交流群管

理：每日由延续护理服务小组成员轮流在交流群内收

集、整理患者、家属提出的健康问题，每日晚间 8 点

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护士不定时在交流群内分

享关于脑卒中带管出院患者的家庭导管护理科普知识

和实践性科普视频。②小程序管理：要求患者或者家属

每日上传患者的管道照片，记录并在小程序填写管道

信息，带胃管患者需要填写鼻饲量、鼻饲液性质、鼻饲

体位、鼻饲后是否有不良反应、冲管情况、排便情况、

口腔情况等；带导尿管患者需要填写尿液颜色、性质、

尿量、有无漏尿情况、尿管是否堵塞、尿道周围皮肤情

况等。护士每周通过这些管道信息的记录，对患者的管

道维护情况进行评估，对于存在异常情况的患者，及时

电话联系给予相关指导。患者在出院后 1 个月、2 个月

各填写 1 次心理问卷表，针对存在严重负面心理的患

者，由心理咨询师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患者、家属可

随时在小程序中观看由科室制作、上传的管道护理操

作视频。③微信直播管理：每隔 2 周开展 1 次远程健

康讲座，护士对微信交流群中患者、家属提出的问题进

行归纳、整理，总结出远程健康讲座需要解答的主要问

题。由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科室医师依次在直播中进行

答疑，在直播过程中，护士对观看直播的患者、家属实

时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整理，在直播中进行答疑。每次直

播远程健康讲座时间为 2h。 
1.3 观察指标 
（1）管道相关并发症：并发症种类包括堵塞、移

位、感染、黏膜损伤，统计两组患者的管道相关并发症

总发生率。 
（2）再入院率：在患者出院后，随访跟踪 3 个月，

统计两组患者再入院率。 
（3）生活质量：在患者出院后 3 个月入院复查时

进行评估 ，采用 世界 卫生组织 生存质 量简表

（WHOQOL-BREF）评估，该量表共有 4 个维度，分

别为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

各维度总分最高分别为 35 分、30 分、15 分、40 分，

总分即各维度分值之和，总分值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

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n）或率（%）表

示，采用 χ2 检验。当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管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研究组发生 1 例堵塞、1 例黏膜损伤，总发生率为

5.88%（2 例）；对照组发生 2 例堵塞、4 例移位、1 例

感染、2 例黏膜损伤，总发生率为 26.47%（9 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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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的管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其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14，P=0.021，P＜0.05）。 
2.2 再入院率的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再入院率分别为 2.94%（1 例）、

20.59%（7 例），研究组的再入院率相较于对照组更低，

其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00，P=0.024，P＜
0.05）。 

2.3 生活质量的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生理领域分别为（27.06±3.25）

分、（23.62±3.77）分，心理领域分别为（19.12±3.66）
分、（16.56±4.28）分，社会关系领域分别为（8.35±
2.65）分、（6.41±2.57）分，环境领域分别为（32.18
±4.41）分、（28.53±4.68）分，总分分别为（86.71±
5.58）分、（75.12±6.42）分。研究组的各维度评分、

总分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其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4.030、2.651、3.064、3.310、7.945，P 分别=0.001、
0.010、0.003、0.002、0.001，P 均＜0.05）。 

3 讨论 
脑卒中患者的康复过程持续时间较长，部分患者

在病情稳定后需要带管出院。由于患者在院外期间缺

乏专业护理人员的护理指导，而患者自身以及家属缺

乏管道的相关护理知识，容易发生管道相关并发症，严

重时可能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采取有效的延伸护

理服务，能为患者持续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指导，减

少管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提升患者康复期间的生活

质量[4]。 
“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是一种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实现远程护理干预、指导的护理模式[3]。该护理模式

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延伸护理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为患

者提供更便捷、更多功能的远程护理服务[5]。本次研究

中，基于微信平台的微信交流群、小程序和直播功能开

展延伸护理服务。护理团队的组成涉及多个学科，能够

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护理指导[6]。此次研究结果发

现，研究组的管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及再入院率均低

于对照组。该结果与邱敏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

原因：通过微信交流群以及微信直播讲座，患者及家属

能够持续获得关于管道护理的相关知识，在日常护理

中出现的问题可通过微信交流群获得及时答复、解决，

并且通过观看护士分享的实践性科普视频能够逐渐提

升患者、家属的管道护理能力，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8]。通过患者、家属在小程序上每日上传管道照片以

及记录填写管道信息，护士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居家

管道护理真实情况并发现所存在的异常情况，进而及

时了解异常情况的原因，对日常护理给予针对性的纠

正、指导，有助于预防管道相关并发症。管道相关并发

症的有效预防，并发症对患者健康的威胁减少，进而降

低了再入院率[9]。本文发现，研究组的 WHOQOL-BREF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因为在“互

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的护理过程中注重对患者心

理状况的评估和干预，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改

善其心理健康。由于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而减少了并发症给患者所造成的身心痛苦与不适，同

时帮助患者恢复或者维持更高的生活能力。因此，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互联网+延伸护理服务”模式用于脑

卒中院外带管患者能有效减少管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和再入院，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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