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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邸春梅，刘 巍，杨一枭，杨 敏，张志芳*

内蒙古通辽市医院护理部 内蒙通辽

【摘要】目的 在基于“互联网+”背景下院校协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课题基础上，

分析“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方法 在 2021年 1 月-2022 年 1
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脊髓损伤患者中筛选出 100例参与本次研究，根据患者自行选取护理措施为依据，

将其均分两组（研究组、参照组），研究组采用“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参照组采用延续性康复护

理模式，鉴于两组护理不同，故对患者临床 ALD评分、SAS评分、SDS评分、生存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

等数据进行统计，并将获得数据进行组间对比。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出院 1年后患者 ALD、SAS、SDS评

分研究组各项评分更具优势性，明显低于参照组评分；患者出院后每个时间段生活质量评分均以研究组显

高于参照组；护理总满意度研究组 49（98.00%）占比高于参照组 40（80.00%）；两组数据比对后差异明显，

对比结果 P＜0.05。结论 研究表明，“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患

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同时患者不良情绪得到很大程度改善，生活质量情况显著提高，护理

效果令患者满意，具有应用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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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Chunmei Di, Wei Liu, Yixiao Yang, Min Yang, Zhifang Zhang*

Department of Nursing, Tongliao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Tongliao

【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llege collaborativ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value of "Internet +"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in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are analyzed. Methods In January 2021 -
January 2022 in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of scent in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to choose nursing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split in the two groups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team with "Internet +" continuity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control group adopts
continuit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nurs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linical
ALD score, SAS score, SDS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other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obtained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ALD,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more dominant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one year after
discharge.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t
each time period after discharge.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49 (98.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40 (80.00%).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after comparison, and the comparison result was P < 0.05. Conclus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Internet +"
continuity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 applica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improved
obviously with daily life activities ability, bad mood patient were grea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atients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effect,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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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通常是由脊柱损伤引起，包括车祸或

运动造成的损伤，外加外力或从高处坠落造成的损

伤，严重的脊髓损伤可导致截瘫，这对患者的身心

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临床对该病的治疗时间较长，

需要长期进行康复治疗，这就会增加患者心理压力

及经济压力[1]。临床虽然对脊髓损伤患者出院后持

续应用护理干预，但是由于不能有效的沟通、交流，

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日常生活能力等效果改善情况

并不理想。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不断改革和完善，相

关部门提出将互联网技术扩展到医疗系统，构建涵

盖治疗前、治疗中、治疗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

服务模式，让患者获得更具体、更科学的居家护理

服务[2]。对此，本文着重分析“互联网+”延续性康复

护理模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具

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 2021年 1月-2022年 1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

的脊髓损伤患者中筛选出 100例参与本次研究，根

据患者自行选取护理措施为依据，将其均分两组（研

究组、参照组），研究组:32/18（男/女），年龄范

围（60-82）岁，均值（71.33±2.27）岁；研究组:30/20
（男/女），年龄范围（60-80）岁，均值（70.24±2.41）
岁；两组数据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

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及其家属知情

本研究，生命体征稳定，病历资料完整，能够积极

配合治疗和护理干预，并在相关文件上进行签字说

明。所有研究对象排除严重感染患者、重要器官功

能障碍者、先天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或凝血功能

障碍者、合并恶性肿瘤、认知、沟通障碍以及对治

疗所用药物过敏者、临床护理配合度较低和因各种

不可控原因不能全程参与者。

1.2方法

参照组：给予常规的延续性护理，遵照基本操

作开展护理工作[3]。

研究组：“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以延

续性护理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互联网干预：①

组建一支包括主治医师（1名）、康复师（1名）、

专科护师（2名）、康复护师（2名）在内的延续性

护理小组[4]。② 建立包括微信公众号及同病症患者

微信群在内的互联网平台，定期通过此平台为患者

推送关于脊髓损伤疾病知识以及相关护理干预对策。

在公众号设定预约选项，提醒患者预约随访。鼓励

患者在微信群内说出目前康复状况，分享有利于病

情的心得体会[5]。③ 小组成员分工明确，由主治医

师负责在群内定时解答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由康复师负责为每位患者制定针对性的康复方

案，并将其内容及相关知识通过微信公众号告知患

者，定期更新。由专科护师负责收集随访资料，并

对患者的护理任务及康复办法的实施情况监督、提

醒，同时每天定时审查患者康复锻炼视频，如有不

规范及时纠正。由康复护师负责以微信视频的形式

指导患者进行康复锻炼[6]。④ 制定随访计划，随访

周期为 1 年，患者出院后的第一个月进行第一次随

访，后随访是在每月的门诊，随访期间对患者各项

指标情况进行详细记录[7]。

1.3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护理研究对患者临床 ALD评分（出院

时、出院 1年后）、SAS 评分（出院时、出院 1年
后）、SDS 评分（出院时、出院 1年后）、生存质

量评分（出院时、出院 3个月、出院 6个月、出院

9 个月）、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

满意）的影响进行观察，并将获得数据进行组间对

比。

1.4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3.0 系统实

行专业分析，当中计数数据运用（χ±s，%）代替，

两组差别比照运用 t、χ2检测。若两组比照结果 P＜
0.05，则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2.1 统计两组患者出院时、出院 1 年后 ALD、
SAS、SDS 评分，从下表中可见出院时两组患者各

项统计评分对比没有明显性差异，结果 P＞0.05；出

院 1年后，两组评分均有明显变化，组间对比研究

组评分更具优势性，结果 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 ALD、SAS、SDS评分 （χ±s）

组别 时间 ALD评分 SAS评分 SDS评分

研究组（n=50）
出院时 29.44±5.15 62.41±2.20 66.05±2.19

出院 1年后 21.09±4.41 40.32±2.18 42.39±2.58

参照组（n=50）
出院时 29.39±5.61 63.02±2.65 66.70±2.04

出院 1年后 27.64±4.33 58.74±2.01 58.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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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针对性统计两组患者出院时、出院 3个月、出

院 6个月、出院 9个月生活质量评分：研究组分别为

（50.33±2.71）、（65.44±2.65）、（80.57±2.61）、

（91.69±2.84）；参照组分别为（51.17±2.39）、

（58.34±2.58）、（65.77±2.41）、（73.68±2.52）；组

间数据每个时间段均为研究组显高，对比结果 P＜0.05。
2.3 针对性统计两组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一般

满意、不满意、总满意度）：研究组分别为 33（66.00%）、

16（32.00%）、1（2.00%）、49（98.00%）；参照组

分别为 22（44.00%）、18（36.00%）、10（20.00%）、

40（80.00%）；两组总满意度差异明显，对比结果 P
＜0.05。

3 讨论

导致脊髓损伤的原因较多且繁杂，通常是由不

确定的外界因素引起，导致患者脊髓的功能和结构

受损，致其患者运动功能、感觉功能、括约肌功能

不同程度出现障碍，同时还会造成肌肉张力和病理

反射的改变，在严重的情况下，会有致残的危险[8]。

临床相关研究表明，与常规的护理干预相比，

“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更具有优势性[9]。通过

建立微信群的方式针对脊髓损伤患者进行延续性的

护理，每天对其进行跟踪指导，对相关注意事项着

重强调，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由专业的护理人员

为其答疑解惑，纠正患者错误认知，改善其治疗依

从性，有助于提升出院后的康复效果，同时也很大

程度上降低患者再次入院的就诊几率[10]。通过微信

的形式，在群内告知患者有关疾病及康复的知识，

可有助于患者方便保存，反复查看，更利于患者对

疾病及各项知识的掌握。此方法的应用，不仅满足

患者的护理需求，通过与患者家属沟通交流，与患

者手把手教授和面对面宣教，帮助患者从身体护理

到相关保健知识和方法更好的掌握。专业护理服务

“增值”，患者康复自然增效，进而降低疾病复发率。

对此，本文笔者对“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模

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的进一步研究，

在开展期间，通过依托“互联网+”信息手段，以大学

的优势课程和医院真实临床病例为基础，将教学中

存在救治情景不可复制、临床特定高风险、以及真

实感不足等问题，构建多元环境下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通过虚拟医院环境中，复制真实场景，突

出救治重点，引导学生在安全环境中不断探索与挑

战，提升应急救治能力，团队协作、临床思维及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出院 1年后患者 ALD、SAS、SDS评分研究组

各项评分更具优势性；患者出院后每个时间段生活

质量评分均以研究组显高；护理总满意度研究组占

比更高；与参照组对比研究组优势性显著，差异明

显，对比结果 P＜0.05。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互联网+”延续性康复护理

模式在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患者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同时患者不良情绪得

到改善，生活质量情况显著提高，护理效果令患者

满意，具有应用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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