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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护理在城市职业人群慢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雷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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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一体化护理在城市职业人群慢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和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回顾

性研究方法，选择院内接受体检的 60 例城市职业人群慢性病患者（样本纳入例数：60 例；样本纳入时间：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以随机摸球为基础分组方式，分为对照、实验两个小组，观察例数高度一致。分别

实施常规健康体检护理，一体化护理。收集分析护理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常规健康体检护理）相比，实验组

（一体化护理）护理后的负性情绪评分更低，症状评分更低，生活质量评分（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

功能/躯体功能/总体健康）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一体化护理可以有效缓解城市职业人群

慢性病患者负性情绪，提升自我护理能力促进症状改善，提高生活质量，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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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nursing in chronic disease health management of urba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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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integrated nursing in 
chronic disease health management of urba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urba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who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ospital 
(sample inclusion number: 60 cases; sample inclusion time: December 2023 to December 2024). The random ball-based 
grouping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m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and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 cases 
was highly consistent. Routine health examination nursing and integrated nursing were implemented respectively. The 
nursing effec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health examination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tegrated nursing) had lower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lower symptom scores, and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role function/emotional function/cognitive function/social function/physical function/overall health) after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urban occupational groups, improve self-care ability, promote 
symptom improve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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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指长期存在且难以治愈的一类疾病，包括

高血压、糖尿病等，发病因素较为复杂，与吸烟饮酒、

不健康饮食、遗传等有关[1]。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发病人数逐年增加，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2]。城市职业人群由于自身工作的特殊性，患病风

险相对较高，对疾病的控制效果较差，病情发展相对更

为迅速，对护理质量有着更高的需求[3-4]。本研究针对

在城市职业人群慢病健康管理中实施一体化护理的应

用效果进行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院内接受体检的 60例城市职业人群慢性病患

者（样本纳入例数：60 例；样本纳入时间：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以随机摸球为基础分组方式，

分为对照、实验两个小组，观察例数高度一致。其中对

照组（n=30 例）：性别：男性、女性分别 18 例、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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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均值（45.67±5.20）岁；实验组（n=30 例）：性

别：男性、女性分别 16 例、14 例；年龄均值（45.35±
5.11）岁。 

均遵循自愿原则加入，了解并愿意参与本次研究。

对照、实验两组基线资料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健康体检护理）：告知体检流程，讲

解慢性疾病病因、预防应对措施等，发现异常情绪时及

时提供鼓励和安抚，主动协助老年群体、行动不便的群

体，及时告知检查结果并引导就医、协助预约专家等。 
实验组（一体化护理），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建立专项小组，针对一体化护理相关内容进

行强化培训，提升护理人员对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程

度。根据城市职业人群的职业特点、患者的身心特点等

进行综合评估，结合过往经验和相关文献资料制定针

对性的护理方案。 
（2）加强对护理人员沟通技巧的培训，例如尽量

使用礼貌用语、安慰性语言、尊重隐私等，在沟通交流

中了解对方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以更容易接受的方

式和沟通语言进行体检过程、疾病预防和治疗护理相

关内容的讲解。提升沟通有效性，促进构建更加和谐的

护患关系。在排队等候过程中可通过宣传手册、视频动

画等方式进行辅助讲解，从而降低理解难度，提升患者

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建立对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正

确认知，提升重视程度和依从性，树立恢复信心，提升

积极性和配合度。可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定期推送相

关知识，对慢性病的病因、预防应对方法、危害、治疗

方法、自我护理措施等内容进行讲解；线上答疑解惑，

针对日常饮食、运动、用药、睡眠等进行指导，提升自

我护理能力，强调护理期间的注意事项以降低发病风

险。 
（3）关注患者身心变化，发现异常情绪及时提供

安抚和鼓励，了解患者内心深处想法和实际需求，了解

负性情绪来源，实施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以缓解负性情

绪。引导通过播放轻音乐等方式转移注意力，指导冥想、

深呼吸训练提升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引导尽量保持稳

定平和的心态。 
1.3 观察指标 
通过焦虑评分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评分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简易生活质量评分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对两组患者的

负性情绪情况、症状情况、生活质量评分情况进行数据

收集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χ2对应表示计量数据、计数数据，P＜0.05 比较存

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性情绪情况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的焦虑评分（48.39±

5.12、49.12±5.20）、抑郁评分（50.47±5.04、50.33±
5.10）；患者结果对比（t 焦虑评分=0.544，P1=0.588；t 抑郁

评分=0.109，P2=0.913）。实验组护理后的负性情绪评分

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症状情况对比 
实验组护理后的症状评分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的角色功能（70.11±

3.59、70.24±3.64）、情绪功能（70.58±3.67、70.55±
3.91）、认知功能（71.12±3.66、70.89±3.72）、社会

功能（70.64±3.85、70.63±3.72）、躯体功能（70.65
±3.91、70.33±3.54）、总体健康（70.85±3.89、70.22
±4.10）；患者结果对比（t 角色功能=0.137，P1=0.890；t 情

绪功能=0.029，P2=0.976；t 认知功能=0.241，P3=0.810；t 社会功能

=0.002，P4=0.998；t 躯体功能=0.331，P5=0.741；t 总体健康=0.612，
P6=0.542）。实验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负性情绪情况对比（ ）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实验组 30 36.11±4.59 36.57±4.66 

对照组 30 40.59±4.47 40.88±4.62 

t - 3.833 3.594 

P -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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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症状情况对比（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1 周 护理后 2 周 护理后 1 个月 

实验组 30 230.25±22.35 185.22±20.37 155.39±16.10 133.69±15.27 

对照组 30 231.44±22.39 201.44±21.47 172.35±15.94 152.41±16.74 

t - 0.206 3.001 4.099 4.523 

P - 0.837 0.004 0.001 0.001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 

组别 例数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总体健康 

实验组 30 85.33±4.12 85.31±4.10 85.41±4.07 85.29±4.17 84.55±4.29 84.37±4.18 

对照组 30 80.12±4.56 80.37±4.25 80.44±4.35 81.10±4.54 80.74±4.22 80.33±4.20 

t - 4.643 4.580 4.573 3.720 3.497 3.696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慢性病通常病程较长，难以治愈，需要接受长期治

疗，患者依从性随之日渐下降，影响对疾病的控制效果，

不利于恢复[5]。城市职业人群慢性病患者由于自身职业

的特殊性，易出现饮食不规律、生活作息混乱、缺乏关

怀、精神压力大等情况，加上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自我管理能力较差，慢病健康管理效果不佳[6-7]。 
一体化护理可根据城市职业人群慢病患者的实际

情况将饮食、生活习惯、身心压力、疾病不适感等问题

结合，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

系统的护理服务[8]。引导患者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提升情绪调节能力，以积极态度面对，提升自我护理能

力和依从性，从而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恢复[9-10]。本研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护理后的负性情绪评分更低，症状

评分更低，生活质量评分更高，一体化护理可以有效改

善城市职业人群慢性病患者体检体验感，缓解负性情

绪，提升对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提升慢性病预防应对

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有较高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在城市职业人群慢病健康管理中实施

一体化护理的应用效果良好。有一定现实意义，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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