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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行为护理在慢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陈海松，尹 丹，秦欢欢，将芳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南宁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微信平台的行为护理在慢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9年 6月
—2021年 6月入住本科的 150例慢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75例，对

照组进行常规的甲亢教育，观察组在常规健康宣教的基础上由微信小组成员利用微信平台延续健康教育的

同时并实施行为护理护理干预。结果 开展微信平台的行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复发率降低（P＜0.05）；

疼痛分、心理分、生理分、社会能力分等各项生存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抑郁自评表（SDS）和焦虑自评表（SAS）评分下降幅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应用微信平台的行为护理干预，拉近了医患之间的交流，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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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behavioral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Haisong Chen, Dan Yin, Huanhuan Qin, Fangfang Jia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Nanning City, Guangxi Province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ehavior nursing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7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yperthyroidism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members of the WeChat
group continue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WeChat platform and implemented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After the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WeChat platform, 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P<0.05); The scores of pain, psychology, physiology and social abil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ecrease of SDS and SAS scor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WeChat platform has
facilitat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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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胰腺炎（Chronic Pancreatitis，CP）是一种

由多种因素导致胰腺实质炎症反复发作，是一种难

治性的疾病[1]。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反复腹痛、腹胀、

腹泻、糖耐量差、营养不良等，因病因复杂，症状

顽固，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沉重的心理

负担。研究显示，CP 的发病率为 9.62/10 万，死亡

率为 0.09/10万，其中以男性为主，约为女性的 2倍
[2]。在我国 CP 患者发病率从 3.08/10万人逐年增长

至 13.52/10万人[2]；在国外的研究显示，CP患者的

发病率约 40~50/10万人，但由于各国对 CP的定义、

诊断标准不一，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 CP 患

者本身存在难发现、诊断的因素，其校正年发病率

大约 120~143/10万人[3]。总体上显示，CP患者逐年

上升的趋势[2,3]。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水平的突飞猛

进，护理健康教育的多元化；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

增强，对医疗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微信的延续性护

理有着快捷、智能、便利的特点，逐渐成为一种新

型的护理健康教育模式，为患者的延续性护理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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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飞跃[4]。行为护理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心理、环

境干预方式来对患者的生活行为习惯进行纠正，以

达到预期目的的治疗方法[5]。本文探讨基于微信平

台的行为护理在 CP 患者中临床症状、生存质量以

及焦虑抑郁改善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选取 2019年 6月~2021年 6
月本科收治的慢性胰腺炎患者 150例作为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①符合“慢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8）”
的诊断标准[1]；②年龄 18-60岁；③会用使用微信进

行交流沟通，语言沟通无障碍；④本人对该临床观

察内容知情同意并自愿扫码入群。排除标准：①有

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肺、肝肾功能严重障碍；

②伴有恶性肿瘤者；③伴有精神及认知障碍者；④

合并有胰漏、胰腺假性囊肿者；⑤伴有胆石症，胆

道狭窄及消化道梗阻者；⑥妊娠及哺乳期患者；⑦

语言沟通障碍，不会使用微信者；

1.2方法

1.2.1对照干预方法

对于对照组 CP 患者常规护理，入院时进行评

估，并进行口头宣教，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出院后

电话随访等方式讲授疾病的知识、相关因素、饮食、

活动、用药、复诊及自我管理方面的知识及疾病的

相关注意事项。

1.2.2观察组干预方法

1.2.2.1 组建护理团队 护理团队包括消化内科

护士长 1名，健康管理师 1名，副主任护师 1 名，

主管护士 3名，护师 2 名，消化内科医生 1名（副

主任医师）。组建微信群后，由护士长统筹安排护

理团队的各项工作；成员需进行培训考核，均具有

良好的业务水平及沟通表达能力，熟练掌握微信各

项功能及慢性胰腺炎的相关知识；同时进行考核，

考核通过后方可参与进群进行护理干预；对微信群

进行专人负责管理。

1.2.2.2建立微信群 观察组签署知情同意书，自

愿扫码入群。除按常规健康出院宣教外，将微信群

二维码发放给患者，扫码入群，并介绍群的目的。

1.2.2.3健康教育的方式 （1）疾病知识干预 入

群后，做好备注；经副主任医生审核，护士长监督，

每周三在微信群里进行微课堂，主讲人分别由医生、

健康管理师、专科护士以及主管以上的护士来授课，

授课时间在 15分钟左右，授课内容包括慢性胰腺炎

的相关知识、用药及饮食指导等，通过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的授课方式让患者更容易理解；每周一、二、

四定时发布两条关于 CP 相关知识，如国内外最新

的治疗方式及技术，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何进行

血糖监测，如何预防复发及并发症等相关知识；（2）
认知干预，由团队成员对患者进行评估并记录，主

要评估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生活饮食习惯、工作类

型、心理状况等。确保患者听课或查阅后能根据自

身的情况，提出相关疑问。团队成员每日安排值日，

进行解答，帮助患者建立对 CP 的科学认识，提高

依从性。（3）心理健康干预，CP具有病因复杂,病
程迁延的特点，通常伴有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状

态，通过在微信平台护理干预，患者相互间的提醒，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同时

指导患者填写自我焦虑评估量表（SAS）和自我抑

郁评估量表（SDS）。（4）放松训练，鼓励和指导

患者建立适合自己的放松训练方法，如每天听轻音

乐 30min、瑜伽、散步或慢跑 30min，适时闭目养神

等，释放心理压力，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5）
饮食方案，通过微信群信息推广，发布关于 CP 饮

食的相关知识，建立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习惯；戒

烟酒、避免酸辣刺激的食物，时做好饮食日记，对

哪些食物进食后会出现腹痛加重或腹泻的进行记录，

避免不良的诱因。（6）微信群的资源共享，经患者

自身许可，在微信群里分享病情控制较好的病例，

通过相互的经验交流，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缓解

患者的不良情绪。

2 评价指标

2.1临床症状的评价 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1年内复发率。

2.2 生存质量的评价 比较两组 CP 患者在微信

平台行为护理干预后生存质量评分（满分 100分）；

计算患者疼痛情况，心理状况，生理情况及社会能

力等方面的得分，得分越高者生存质量越高。

2.3焦虑抑郁的评价 采用抑郁自评表 （SDS）

和焦虑自评表 （SAS） 对干预患者前后的情绪进

行测评，两个量表都包含 20 个评估项目，SDS 和

SAS评定标准分界值分别为 53分和 50分，焦虑抑

郁的严重程度与标准分的数值高低成正比。

3 数据处理

收集的资料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研究结果采用 t 和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

显著意义。

4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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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临床症状评价 通过微信群的建立后进行行

为护理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复发率为 6.7%，对照

组为 14.7%；观察组的复发率低于常规组，两组有差异

但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χ2=2.519，p=0.114），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1年内复发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复发例数 复发率 χ2 p

观察组 75 5 6.7%
2.519 0.114

对照组 75 11 14.7%

4.2生存质量评价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比

较干预后观察组生存质量中疼痛（90.41±2.10）分，

心理（90.36±2.35）分，生理（90.44±2.35）分，社

会功能（90.12±2.30）分，各项生存质量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

4.3焦虑抑郁评价 比较两组患者在干预前抑

郁自评表（SAS）和焦虑自评表 （SAS）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微信群建立后进行行

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评分较干预前都

有下降，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实验组的

评分比常规组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5 讨论

综上所述，微信平台在 CP患者中的行为护理

干预，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6-8]。虽然微

信平台的护理干预有了新的突破，如时间不受限制、

地域和经济不受影响，但是仍有那么一群体，如文

化水平低，沟通障碍，不会使用甚至是没有智能手

机的患者，就未能参与到信息化的健康教育体系中
[9-10]。其次本次的样本量少，数据未能充分体现网络

铺盖的大数据。在今后的护理体系里，希望通过有

关部门的牵线，让未能接收到信息的患者能通过社

区形成纽带式的护理，由医院到社区再到家庭的健

康教育枢纽，给予患者更高质量、高效率的实时护

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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