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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延续性护理在压力性损伤中的应用 

陈 微，袁民宇* 

酉阳县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压力性损伤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将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80 例压

力性损伤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延续性护理。比较效果。结果 实验组的

护理满意度、管理能力、生存质量、并发症均比对照组好(P＜0.05)。结论 压力性损伤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效果

确切，可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生存质量，提高满意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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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pressur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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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pressure injury nursing.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pressure inju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Compare effect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management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pressure injury has an exac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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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压力性损伤伤口的愈合时间长，伤

口没有完全愈合，病人回到家中，因护理不当，很容

易造成伤口部位感染、败血症等并发症，这与病人和

家属对居家护理知识的欠缺直接相关，病人必须重新

住院，这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巨大的伤害。压力

性损伤伤口的治疗周期比较长，对病人的身体和生存

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压力性损伤伤口的病程较

长，部分病人无法及时到医院进行换药，因此建议延

续护理，以改善病人的预后，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并

发症，增加病人的满意度。要减少伤口病人的不良反

应，需要提高其自身护理水平，因此必须采取延续的

护理措施[1-2]。本研究探析了延续性护理在压力性损伤

护理中的应用，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80 例压力性损伤

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34-75 岁，平均（45.21±2.67）
岁，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33-75 岁，平均（45.55
±2.46）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延续性护理。

（1）设立延续护理组：护理组由医生和护士组成，强

化护理团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训练，提高护士的职业

技术水平，提高护士的安全意识。综合评价伤口状况，

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护理。在出院前，

要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并告知病人在感染后要及时

就医。（2）开展健康教育和宣传：病人在离开医院前，

要进行讲解和示范。为病人和家属详细介绍压力性损

伤伤口的发生原因和危害性，以提高病人对压力性损

伤伤口护理的重视。给病人一本卫生手册，指导病人

要定期更换伤口敷料，并教导病人和家属如何正确地

更换敷料和选择合适的体位。出院后护士可以通过电

话、微信、电话联系病人，主动与病人沟通，了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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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绪，并耐心地回答病人和家属的问题，为加强

病人对伤口护理的认识，采用录像的形式向病人解释。

（3）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方法。①电话追踪：在病人出

院前一天，由医护人员将病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记录手术时间、手术方式、病情等。在病人出院后，

责任护士每隔 3 天进行一次电话回访，不仅要了解病

人的情况，还要与病人的家属进行交流，以客观的角

度来观察病人的日常生活状况、病情状况，并着重记

录病人的当前病情、疼痛反馈、饮食、休息等情况，

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耐心的解答病人的疑问，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②上门辅导：。根据电话或社会平台

的跟踪，随后进行上门回访，术后 3、6、10 周进行随

访，之后每个月 1~2 次，连续 6 个月。在上门访视中，

责任护士主要是引导病人家属正确更换敷料和观察伤

口恢复情况，如有任何异常，请立即与医务人员沟通，

并及时处理。期间需要加强对病人和家属的健康教育，

并进行敷料更换的指导。引导患者正确理解换药过程，

详细说明换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说明敷料的功效，

引导病人和家属正确使用，让患者和家属能正确的处

理伤口。使用创伤记录表，要求病人详细地记录伤口

大小、渗液状况、敷料使用等，以便在复诊时对伤口

进行评价。③在线沟通：责任护士和病人和家属之间

的网络联系，例如微信聊天群。根据病人发送的图片、

影像等，引导病人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处理突发事

件，耐心回答病人的问题，如并发症的预防、处理等。

建立了微信群，提供了更加及时、准确的护理服务，

并能有效地防止病人家属因经验不足而导致的不良后

果。而且全程无免费服务，有效提高了护患的粘性，

确保并推动了护理工作的高效进行。（4）心理护理贯

穿全程：为了更好的了解病人的病情和心理状态，在

整个延续性护理期间，对有负面情绪的病人，需要及

时疏导。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分值越高

越好）、生存质量评分（分值越高越好）、护理满意

度（0-100 分，越高越好）、伤口护理并发症出现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构成比用卡方统计，计量则行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 
护理前两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P＞0.05，护

理后两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显著升高，而其中实验

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护理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健康知识水平 自我概念 自我责任感 自我护理技能 

实验组 
护理前 48.05±1.83 16.12±1.83 12.23±1.23 23.12±1.23 

护理后 70.23±2.92 25.65±1.92 18.79±2.12 37.80±4.12 

对照组 
护理前 48.23±1.47 16.17±1.47 12.42±1.12 23.18±1.12 

护理后 58.56±3.12 20.57±1.12 15.34±1.67 30.21±2.67 
 
2.2 生存质量评分 
护理前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P＞0.05，护理后

两组均显著升高，而其中实验组 95.21±4.14 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 80.21±4.15 分，P＜0.05。 
2.3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实验

组的护理满意度是 95.41±3.57 分，而对照组的护理满

意度是 82.56±2.11 分。 
2.4 伤口护理并发症出现率 
实验组在伤口护理中进行延续护理，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降低，明显低于对照组。实验组伤口护理并发

症出现率中，伤口并发症有 1 例出现感染，占 2.5%，

而对照组伤口并发症 8 例（当中 3 例出现感染，2 例创

伤性皮炎,2 例伤口化脓和 1 例伤口糜烂），占 20.0%。 
3 讨论 
对于压力性损伤伤口来说，病人的伤口恢复的时

间比较长，通常需要 15 天以上， 病人出院后，若伤

口未痊愈，则会发生相关的并发症。同时，患者出院

后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护理，严重地影响了患者术后

的伤口愈合。在临床上，出院伤口的存在可带来各种

并发症和引起疼痛，会影响到病人的舒适度。而出院

后，病人的伤口护理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趋势，病人

在康复期间，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不良因素

可导致病人发生化脓、感染、糜烂、皮炎等并发症，

严重影响病人的康复。在过去的临床实践中，经常采

用常规的护理措施来改善伤口的愈合情况，以利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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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康复。但在实际操作中，病人无法进行延续的护

理，造成伤口无法正常愈合，造成长期无法愈合。虽

然大多数病人都想要到医院换药，但由于某些客观因

素的限制，很多病人很难按时到医院换药。然而，这

类病人的护理要求仍然很高，因此，必须通过延续护

理，对病人进行专业的辅导与服务。 
目前国内大部分医院都在重视长期创伤的延续护

理，建立多平台的延续护理服务，使病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此外，通过延续性护理，还可以强化患者

的个体自我护理能力，为病人提供多元化的护理服务。

延续护理是一种有效的护理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病

人的伤口愈合问题，减少病人的往返医院时间和经济

负担，从而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延续护理介入是一

种全新的护理观念，它将护理工作由医院向家庭延伸，

降低病人就医次数，更好地满足病人的生活需要，并

能减轻病人和家属的负担。所以，为满足病人的护理

需要，医院逐步推行连续性护理，延续式护理可以在

病人出院后得到适当的照顾，其主要通过电话随访、

上门回访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有效的生活引导，促进

患者伤口的康复[3-4]。 
延续性护理是指在病人出院后，将其作为一种扩

展，由卫生所向家庭扩展，以保证病人的身体健康。

在延续护理的实施下，既能节约病人的时间，又能使

病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时也能降低病人到医院就诊

的次数，满足病人在家中的照顾需要。 
实验组的自我管理能力、生存质量、护理满意度

比对照组高(P＜0.05)。实验组在伤口护理中进行延续

护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明显低于对照组。可

见，延续性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可提高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也提高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这是因为延续护理实施下，病人在

出院后通过电话、上门随访等方式进行换药指导、及

时回答问题，指导纠正病人的不良行为。在延续护理

模式下，注重对病人的日常追踪和干预，并针对病人

的实际需求，可以有效地解决病人在伤口康复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延续护理注重病人术后的电

话、上门的跟踪，以了解病人的情绪状况，改善其心

理辅导，使病人了解伤口的护理要点，从而达到改善

病人生存质量的目的。 
综上所述，压力性损伤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效果

确切，可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生存质量，提高满

意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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