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3 年第 4 卷第 12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33 - 

慢性病家庭护理模式应用效果研究 

张要珍 1，李仙燕 2，窦娟花 3 

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太原 
2 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长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陕西西安 

3 西安市卫生学校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本文主要对慢性病家庭护理模式应用效果展开简要分析与探讨。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某社区开展慢性病家庭护理的 20 例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家庭护理方式不同将 20 例慢病患者进

行分组，共分为 2 组，每组各 10 例，对对照组患者开展慢病常规护理，对观察组患者开展系统的家庭护理，通

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及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分析探讨了社区慢性病家庭护理模式的应用

效果。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总满意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总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情况，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

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患者开展系统的

家庭护理工作与常规慢病护理模式相比较，可明显提升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在日常生活中消除患者负面认知

和情绪，使患者生活质量提升，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得到改善，也提高社区居民对开展家

庭护理的认知和理解，应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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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family nursing model 
for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ho underwent home care in a certain community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Twen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home care methods, with 1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for chronic diseas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ystematic home care. By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care, Analyzed 
and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family care model for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community. Results Compar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reproductive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care (P>0.05). 
However,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reproductive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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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ca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hronic disease care model, conducting 
systematic home care for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care, 
eliminate negative cognition and emotions in daily lif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reproductive function, body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and also increase community resident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home care. It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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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

变，人类的疾病谱和死因普也随之改变，以心脑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主的慢

性病已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慢性病患者受到年

龄及病情影响，心理状态发生明显改变，生活无助感、

无力感增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专业护理人员提

供长期护理指导和帮助，且护理工作质量的高低对患

者疾病治疗效果和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目前，社区开展的家庭护理业务中常规访视护理

工作已无法满足患者及家属需求，因此，我们探讨建立

系统的家庭护理模式可解决各种需求难题，本文针对

社区慢性病家庭护理模式应用效果展开探讨分析，现

做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在我市某社区开展

慢病护理的 20 例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

式不同将 20 例患者进行分组，共计分为 2 组，每组各

10 例。对对照组患者开展常规访视护理工作，对观察

组患者开展系统的家庭护理工作。其中观察组男性 6
例，女性 4 例，年龄 42-78 岁，平均年龄（63.57±5.27）
岁，按照疾病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3 例，冠

心病患者 3 例，慢性肺部疾病患者 3 例，恶性肿瘤患

者 1 例。对照组男性 5 例，女性 5 例，年龄 45-76 岁，

平均年龄（63.47±5.11）岁，按照疾病可分为：原发性

高血压病患者 4 例，冠心病患者 3 例，慢性肺部疾病

患者 2 例，恶性肿瘤患者 1 例。两组患者在身体条件、

性别、年龄等条件差异不明显，无科学统计意义（P＞
0.05）。 

纳入标准：以上所有参与实验探究的 20 例患者均

为慢性病患者，无认知障碍，精神正常、意识清醒，且

此次参与研究的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提供真实且

详细资料，并完全知情，同意参与本次实验研究。 
排除标准：排除沟通障碍人员；排除传染性疾病病

人；排除拒绝配合等人员。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开展常规访视护理工作，按照常规访

视方式对患者进行慢性病访视护理，避免发生意外情

况[1]。观察组患者开展系统的慢性病家庭护理，建立家

庭健康档案，开展系统的家庭护理方式，包括如下内

容：①根据患者慢性病状况完成社区相关慢性病的健

康档案建立，为患者家庭成员进行健康评估及指导，并

在患者及其家属同意情况下签订家庭护理协议书。②

对慢性病患者制订系统的治疗方案与护理措施。通过

沟通与交流了解患者心理状态、日常饮食习惯、家庭生

活条件及家庭卫生情况等，结合病人实际情况对患者

制定治疗方案及护理方案。③应针对慢性病情况制定

电话访视计划，采用微信群方式每周对患者健康状况

打卡。④应与患者及家属每周进行健康沟通、指导，并

将患者相关资料、检查结果、病历等进行小组讨论分

析，提高患者治疗护理的依从性。⑤相关护理人员还应

对患者进行生活护理、健康知识教育，引导患者家属观

察患者压疮情况，做好口腔护理及皮肤护理。⑥对患者

进行心理护理，进行沟通与交流，消除患者负面情绪。

⑦社区护士长也应定期进行家庭护理工作，及时发现

护理工作质量及医源性感染控制情况，发现问题后进

行相应的护理干预和指导[2-6]。 
1.3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1 年时间生活质量情

况。 
1.4 评判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根据满意度

量表完成结果调查，如家庭护理内容项目介绍、家庭入

户人员介绍、家庭病床环境指导、照护者指导、医护人

员态度及护理技术等，共计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不满

意，每项评价分数为十分满意 3 分，满意 2 分，不满

意 1 分，计算总得分，同时计算进行系统护理 1 年时

间患者及家属的总满意度，满意度为[（十分满意数+满
意数）/总数]×100%，且总满意度越高则证明患者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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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护理满意度越高，护理效果越显著； 
（2）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根据生活质量 QOL 评分量表完成评估，对患者护理前

后心理健康情况、生殖功能情况、躯体功能情况及社会

功能情况，从食欲、精神、睡眠、疲乏、疼痛、家庭理

解、负面情绪、日常活动能力及面部表情等内容展开评

分，评分越高则证明患者生活质量越高，护理效果越显

著。 
1.5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其中计量资料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观察组总满意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总满意度，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情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

社会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

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

功能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10 7（70） 3（30） 0（0） 10（100） 

对照组 10 3（30） 3（30） 4（40） 6（60） 

χ2 - - - - 6.5674 

P - - - - 0.005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 

组别 例数 
心理健康 生殖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0 62.34±0.82 98.47±0.68 59.24±0.73 99.22±0.34 63.34±0.82 97.47±2.11 72.24±0.73 96.45±0.34 

对照组 10 56.37±0.79 69.64±0.99 58.96±0.61 70.71±0.27 60.37±0.79 78.69±1.68 70.96±0.61 80.71±0.27 

t 值 - 0.015 6.231 0.015 6.349 0.015 6.289 0.015 6.356 

P 值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慢性病患者开展社区家庭护理是目前慢性病管理

模式探讨的重要方向，也是以家庭为中心对慢性病患

者治疗和护理的主要方法和措施，通过开展各种形式

的社区家庭护理工作，社区护理人员与慢性患者及家

属采用系统的有效的沟通交流，使家庭护理工作得到

患者广泛的认可，明显提高了患者生活满意度。针对我

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病老人明

显增多，对这些需要护理的患者来讲生活质量大幅度

下降，患者家属又无太多时间对患者进行全程护理，由

社区卫生机构人员进行上门开展家庭护理可明显提高

这些慢性病人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基于上述结果分析

可看出，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总满意度明

显大于对照组总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情况，护理前

两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

分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 1 年再次收集资料发

现，观察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

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心理健康、生殖功能、躯

体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人们对护

理工作需求也日益明显，社区护理、家庭护理工作也同

样需要不断创新和探讨。目前，家庭护理各种模式的应

用已逐渐被老百姓接受，我们应该继续实践发展创新

顺应时代护理发展的需要[8-10]。社区慢性病家庭护理作

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主要以全科照护为主，不仅仅针

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提供服务，更是一种对生命

全过程提供连续性服务，这就需要社区护理人员深入

患者家庭入户开展护理工作，要求护士具有高度的自

主性，在开展社区家庭护理工作中，不仅需要高超的社

区护理操作技能，更要掌握心理学及社会学知识，与患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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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本研究对慢性病患者开展系

统的家庭护理工作与常规慢病护理模式相比较，可明

显提升患者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在日常生活中消除

患者负面认知和情绪，使患者生活质量提升，心理健

康、生殖功能、躯体功能及社会功能得到改善，也提高

社区居民对开展家庭护理的认知和理解，应进一步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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