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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炎性肌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彭春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  重庆 

【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护理路径在炎性肌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我科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收治的炎性肌病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排序的先后，将患者划分为 2 组。排序在前的 35 例

患者，作为对照组，在常规护理下开展健康教育；排序在后的 35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在临床护理路径下开展

健康教育。就 2 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疾病认知状况和负面情绪进行评估。结果 在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疾病认知状况、负面情绪（焦虑、抑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干预后，观察组的疾病认知状况相

较于对照组占优，且焦虑和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对炎性肌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

时，予以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可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其疾病认知，可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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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myopathy.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myopathy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numerical table. The top 35 patients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under routine nursing. The last 35 patients,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ealth education under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disease and negative emotion of 2 group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ease cogni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dis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myopathy, the interven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improve their disease cognition, 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Keywords】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flammatory myopathy; Health education; Disease cognition; Negative 
emotions 
 

炎性肌病是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的总称，其是一

组发病原因不明、病程缓慢、迁延不愈的非化脓性炎

性肌病变。在近几年实验室的报道中指出该种疾病的

发生机制与细胞毒性 T 细胞的杀伤作用、MCH-I 以及

炎症因子的参与存在联系[1]。在炎性肌病发生后，多数

患者都会出现血清肌酸激酶升高的现象，部分老年患

者会因为基础性病变较多，而导致升高不显著，以亚

急性发病为主，在这种状况下，患者就医时间被延误[2]。

且不少患者在长期的发病过程中，都以低热或者感染

为病症，临床多予以抗生素干预，短期内会消除病症，

但反复可能性较高。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患者会出

现近端肌无力、肌萎缩等现象，部分患者伴随着肌痛

和触痛等现象[3]。目前，对于该种疾病的诊断方式较为

多元化，以肌电图、活检等为主。由于病程较长，患

者需要长时间用药，这也就要求患者具有较高的疾病

认知和良好的治疗态度。基于此，我科提出对炎性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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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予以积极的健康教育，详细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科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收治的炎性肌

病患者 7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排序的先后，

将患者划分为 2 组。排序在前的 35 例患者，作为对照

组，患者年龄在 20 到 73 岁之间，平均年龄（42.12±
3.56）岁，男性有 19 例、女性有 16 例，病程在 30d
到 10 年，平均病程（2.02±0.12）年；排序在后的 35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20 到 74 岁之间，

平均年龄（42.64±3.41）岁，男性有 20 例、女性有 15
例，病程在 30d 到 11 年，平均病程（2.11±0.21）年。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具有肌无力的现象，

经过临床检查，符合炎性肌病的诊断标准[5]；（2）患

者无其他器质性缺损与感染性疾病；（3）患者与家属

对研究知情，签署同意书。 
在对 2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后，确定 P＞

0.05，可比。 
1.2 方法 
对照组在常规护理下实施健康教育。自从患者入

院以后，其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患者的认知能力、

家庭背景等因素，结合医生意见来就疾病的基本知识

治疗原理的内容进行讲解，尽可能对患者的疑问进行

解答即可。同时。遵医嘱对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服务，

为患者保持一个良好地治疗环境。 
观察组在临床护理路径下开展健康教育，其以患

者入院时间为轴线，开展如下干预措施： 
（1）入院评估。在患者入院后，需要由责任护士

来对其基本资料进行搜集，并主动与患者进行接触，

通过沟通的方式来就患者的焦虑和恐惧程度原因进行

评估。在整个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保持热情的态度。

从而尽可能让患者与家属对其产生信任感，当然在整

个过程中还需要以优良服务和舒适环境来进行配合，

才可以最大程度缓解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情绪。在评估

完成后，需要根据医嘱来为患者及家属制定对应的健

康教育方案，并确定具体的健康教育途径。 
（2）不同阶段的健康教育内容。入院第 1d，对病

房环境以及治疗资源等进行讲解，尽可能让患者熟悉

医院与相关制度, 使之能够在治疗过程中更为配合临

床工作的开展；入院第 2d，根据医生的意见以及患者

所收集到的信息，为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的原因，临

床症状治疗，以及预后等情况，同时说明各种治疗方

案的意义和重要性，告知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

的一系列不良症状，以及停药后可自行消退的特点，

进而消除患者因治疗所出现的一些不良情绪，同时对

治疗方案具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入院第 3d，结合医嘱

对患者进行肢体肌力、肌痛等状况评估，加强对于患

者的形式，在巡视的过程中尽可能与患者进行有效沟

通，来对其注意力进行转移缓解不良情绪；入院第 4d
至停药，在这个阶段必须尽可能对患者的体征与症状

进行监测，同时遵医嘱对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的一

系列不良反应加以介绍，在当前的临床工作中，多以

糖皮质激素、免疫制剂和丙种球蛋白来进行炎性肌病

治疗，不同药物在使用时，患者的临床反应不同，这

需要根据实际状况来进行健康教育。出院前 1d,在出院

前一天需要对患者的基本状况进行全面检查，遵医嘱

对患者出院后的注意事项进行明确，同时反复核对患

者的沟通信息，就其出院后的随访策略进行明确，以

最大程度取得患者和家属的同意。 
1.3 评价指标 
采取科内自制的患者疾病认知调研表，来对患者

的护理体验和疾病认知进行了解。其中，疾病认知包

含了发病原理、后果、治疗原理等内容，其总分 100，
分值越高，状况越好。 

采取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6]，就干预前后患者的负

面情绪进行了解，分值越高，患者状况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析，以（ x s± ）

表示计量资料，经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

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疾病认知状况、

负面情绪（焦虑、抑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干预后，观察组的疾病认知状况相较于对照组占优，

且焦虑和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详见下表。 

3 讨论 
炎性肌病是一种病程较长的慢性病变，多数患者

在发生后，都无典型的临床症状。随着病程的延长，

患者的症状可能会出现加重的现象，不少患者在就医

时临床病症较为明显，生理不适相对严重，而用药周

期较长，又会让患者的心理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尤

其是不少患者在住院期间难以治愈，需要出院后长时

间的家庭护理，但从临床工作上来看，该类疾病患者

多缺少完整和客观的疾病认知，这就使得其在临床症

状消失之后很容易盲目认为疾病已经痊愈，从而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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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疾病认知状况和负性情绪状况比较（ x s± ，分） 

组别 时间段 疾病认知状况 
负性情绪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观察组（n=35） 
干预前 63.42±1.23 48.21±3.12 50.56±3.12 

干预后 93.47±2.54 32.47±3.51 34.67±3.54 

对照组（n=35） 
干预前 63.58±1.42 48.60±3.45 50.92±3.41 

干预后 84.56±2.65 40.23±3.41 42.37±3.56 

 
临床工作的开展；或者在用药的期间因为发生了部分

不良反应而抗拒继续用药。无论是哪一类都会对患者

的治疗产生限制，进而使得用药效果欠佳，在这种状

况下，临床认为必须要在治疗期间加强对患者的健康

教育，从而改善其不良情绪，避免心理对生理的影响

过重，限制治疗效果。同时健康教育中可对患者的休

息与肢体功能锻炼重要性进行明确，使得患者具备良

好的自我管理能力。详细讲解治疗期间可能发生的不

良反应，进而让患者能够预防并发症发生，有一个较

为积极的应对心理。常规护理中健康教育的内容相对

固定，内容和开展方式单一，这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效

果。而临床护理路径能够以患者入院时间为轴线，根

据其不同阶段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认知评估和宣讲，

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患者的认知需求。 
综上所述，在对炎性肌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时，

予以临床护理路径干预，可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高其疾病认知，可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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