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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陈 缓 

新乡医学院  河南新乡 

【摘要】目的 探究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慢性病患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患者，对照组进行常

规护理干预，观察组进行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干预后的治疗依从性、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结果 观
察组的治疗依从性、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焦点护理模

式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应用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状态，

值得临床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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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ocus mod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numerical random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focus 
mod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ocused nursing mode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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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是指病程持续三个月以上的疾病[1]。随着

年龄增长，年长者的身体逐渐变得脆弱，免疫系统功能

下降，各器官的储备能力也在减退，因此更容易罹患各

种慢性疾病，且这些病症的治愈难度较高。像高血压、

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在老年人中颇为常见，通常需

要长期持续地治疗[2]。此外，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较为脆

弱，调节功能下降，因而治疗和康复的过程往往要延

长。例如，感冒、肺炎、急性胃肠炎等疾病，年轻人通

常经过短期治疗即可恢复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则

需要更加漫长的疗程和恢复期[3]。焦点模式护理强调信

任患者的潜在能力和资源，尊重个体，鼓励积极思考，

推动患者积极参与疾病管理，引导他们意识到正确行

动的益处，并增强应对疾病挑战的信心[4]。本研究旨在

评估焦点模式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干预效果，

以下将详细介绍研究结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

治的慢性病患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65.87±5.99 岁）和观察

组（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65.32±5.54 岁），对

比两组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在患者入院后，责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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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会为他们提供常规口头健康教育服务，包括运动、饮

食和用药指导，以及突发疾病的处理方法等内容。同

时，护士会根据医嘱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护理和照

料。 
观察组进行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计划：设立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小组，领

导者是一位护士长，团队成员包括两名具备丰富经验

和管理才能的高级护士，以及四名尽职负责的病房护

士。通过集体讨论，小组将制定焦点模式护理干预计

划，内容包括问题识别、目标设定、特例情况标识、反

馈提供以及改进评估等五个要点。随后，将邀请本院护

理专家审查这一干预计划，并提出改进建议。护士长将

明确每位小组成员的职责，并根据干预计划为他们提

供相关培训[5]。 
（2）质控方法：为了确保以患者为焦点，设计病

历表格，要求小组成员在护理实践过程中仔细填写患

者的医疗记录，而小组负责人将每天对患者的病历记

录表进行审核[6]。 
（3）实施护理在患者入院后，主管护士进行了针

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与对照组一致，但着重强

调了家属在管理患者疾病方面的至关重要作用。与医

生、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了具体的护理干预计划。 
①问题描述：护理人员需主动与患者沟通，每天约

20 分钟，以了解患者可能面临的问题、困惑，以及疾

病进展中的真实感受，或者患者对所需帮助的期望。 
②设定可行目标：在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后，护理人

员为患者设定了可行目标。 
③发现特殊情况：护理人员透过与患者沟通，了解

不同患者所面对的特殊情况，比如疾病初期恐惧逐渐

减轻时患者的应对措施，协助患者意识到问题解决的

可能途径。 
④提供反馈：在交流中，护理人员需就患者治疗过

程中遇到的疑问或问题给予适切反馈，以减少患者疑

虑，提升认知水平。 
⑤评估进展：若患者在住院期有进展，护理人员将

充分肯定其成果，分析进展原因，并为患者总结经验。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对比两组护理干预后的治疗依从性、

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按时按医嘱服药、

定期复查和饮食运动规律；心理状态：使用 SDS 抑郁

量表和 SAS 焦虑量表进行评估，分数越低说明心理状

态越好；生活质量：使用简易生活质量评分（SF-36），

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心理状态对比 
观察组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2.3 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依从性对比 n，（%）] 

组别 例数 按时按医嘱服药（例） 定期复查（例） 饮食运动规律（例） 

观察组 50 49（98％） 47（94％） 48（96％） 

对照组 50 43（86％） 40（80％） 41（82％） 

χ2 - 9.783 8.665 10.010 

P - 0.002 0.003 0.002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心理状态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SDS 抑郁量表（分） SAS 焦虑量表（分） 

观察组 50 29.32±3.36 30.96±3.59 

对照组 50 33.07±8.76 35.02±7.99 

t - 2.826 3.277 

P - 0.00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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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分） 

观察组 50 80.32±10.43 

对照组 50 75.04±5.65 

t - 3.148 

P - 0.002 

 
3 讨论 
焦点模式护理，简称 SFN，起源于后现代心理学

中的焦点解决模式（SFA）。2002 年，澳大利亚护理学

专家 MCALLISTERU 将 SFA 引入护理领域，从而孵化

了 SFN。焦点模式护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关注未来，采

用解决问题的方式思考，依赖于患者潜在的能力和优

势。其重点是与患者合作制定护理目标和措施，以实现

他们期望的结果。由于 SFN 的积极理念与现代护理模

式及发展趋势高度契合，该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临床

护理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焦点模式护理倡导充

分利用个体内在资源，注重与个体合作制定解决方案，

以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目标。相对于传统的问题解决方

法，焦点模式更注重创造性和非理性思维在目标达成

中的作用，前提是对个体的内在资源和潜力表示充分

尊重与信任。该模式关注个体的积极面，专注于挖掘个

体的力量、优势和潜能，以预防问题再次发生或改善现

状。焦点模式护理遵循六大原则：把人置于关注的中心

而不是问题；认识到问题和内在力量同等重要，鼓励护

理人员发掘和赞赏患者的内在能力和资源，帮助他们

积极应对问题，增强希望和自信；重视患者的恢复能

力，与问题同等对待；护理人员不仅是照料者，还应关

注患者适应性和康复；护理目标跨越个人、护理和社会

三个层面，护理人员需要扩展社会角色；护理工作要具

备主动性。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心理状

态和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分析其原因：焦点模式护理干预包括五

个关键干预模块，分别是问题描述、目标设定、例外情

况探讨、反馈提供和进展评估。在问题描述阶段，护理

人员引导患者详细描述个人问题，以全面了解患者状

况、为制定护理方案提供参考[7]。目标设定模块旨在鼓

励患者从自身角度确定实现可行的小目标，激发其主

观能动性。例外情况探讨模块有助于患者更深入地认

识自身情况，改变对个人状态的看法，促使形成新的认

知，培养积极情绪，增强自我效能感。在反馈提供环节

中，推动患者更主动参与自我护理，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8]。最后，在进展评估模块中，及时积极地肯定患

者的进步，引导其采取积极行动，进一步提高治疗依从

性。 
综上所述，焦点护理模式干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

中应用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和生活质量，改善其心理状态，值得临床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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