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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由于心血管疾病进一步发展形成的

终末期疾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逐渐增多，老

年疾病，比如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不断增多，

导致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病率增加 >����。通过治疗可以缓解患者

的临床症状，在患者的病情稳定后，可以出院，但是出院后

的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患者本身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从

而降低治疗效果，患者再次入院的概率较高。使用基于微信

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可以在患者出院后，对患者进行护理，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论文中选择慢

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例，具体报道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选择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例，其中实验组：男，女

比例为 �∶ �，年龄均值（�����±����）岁。对照组：男，

女比例为 ���∶ �，年龄均值（�����±����）岁。

2.2�方法

在对照组中使用常规护理，在出院前进行指导，并建立

档案，叮嘱患者定期进行复查。在实验组中使用基于微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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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讨论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康复的临床意义。方法：选择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例，分为两
组，分别使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常规护理。结果：两组的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DUWKHO评分、自我概念、自护责任
感、健康知识、自护技能以及自护能力总评分、护理满意率、生活质量评分相比（3�＜�����）。结论：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
使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提高自我能力评分、护理满意率、依从性，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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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延续性护理。

①建立延续性护理小组，小组成员了解患者的疾病情况，

并在患者出院前，发放一些健康宣教的手册，将患者以及家

属拉入微信群中，并向患者以及家属讲解使用微信的方法。

微信群主要由两位以上的护理人员负责，及时回答患者以及

家属的疑问，在群体鼓励患者之间的交流，从而提高患者的

治疗信心。每周在群体进行 �次以上的疾病相关的图片，文章，

视频的分享，另外，每周向患者发放一些健康宣教的相关内容，

主要有饮食护理、用药管理、运动指导、环境管理、生活习

惯指导、监督用药、临床症状等。

②护理人员监督患者严格按照医嘱，按时按量的用药，

并叮嘱患者家属进行监督，讲解用药的注意事项，并在用药

后多观察患者反应，如果发生不良反应，需要立即就医，调

节用药剂量。

③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多运动，健康饮食，纠正不良生活

习惯，多食用蔬菜、水果，食用低脂、低盐、清淡的健康饮食，

不要暴饮暴食、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注意多运动，多进

行散步、骑自行车、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

④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如何自我观察病情，增强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并及时了解病情发展，了解患者的自身的耐受

程度，每天检测体重，及时将异常情况告知医生。

2.3�观察标准

观察两组的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DUWKHO评分，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健康知识，自护技能以及自护能力总评分，护

理满意率，生活质量评分的情况。

2.4�统计学方法

使用 6366����软件分析统计，计量资料，7检验；计数

资料，卡方检测。3＜ �．��，那么差别较大。

3�结果

3.1�两组的干预前后的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 Barthel

评分的情况

两组干预前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 %DUWKHO 评分相比�

（3＞ ����）。两组的干预后的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 %DUWKHO

评分相比（3＜ ����）（如表 �所示）。

表1�两组的干预前后的治疗依从性评分以及Barthel评分的情况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评分 %DUWKHO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7值 ����� ����� ����� �����

3值 ＞ ���� ＜ �．�� ＞ ���� ＜ �．��

3.2�两组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的情况

两组的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健康知识，自护技能以

及自护能力总评分相比（3＜ ����）（如表 �所示）。

表 2�两组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的情况

组别 例数
自护

责任感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 自护技能

自护能力

总评分

实验组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7值 ����� ����� ����� ����� �����

3值 ＜ ���� ＜ ���� ＜ ���� ＜ ���� ＜ ����

3.3�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的情况

对照组中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环境功能

以及总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

（�����±����）（�����±����）（�����±����）；实验组中

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环境功能以及总生活质量

评分分别为（�����±����）（�����±����）（�����±����）

（�����±����）（�����±����）；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相比�

（3＜ ����）。

3.4�两组的护理满意率的情况

对照组中表示非常满意的占 ������，表示基本满意的占

������，表示不满意的占 ������；实验组中表示非常满意

的占 ������，表示基本满意的占 ������，表示不满意的占

�����；差异较大（3＜ ����）。

4�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病程较长的疾病，在发病后病情容

易反复，具有较高的死亡率 >����。在出院后，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较低，由于对于疾病的了解较少，不良生活习惯，从而

造成再次入院 >��。使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可以在

患者出院后，提供适当的护理措施，解决患者疑问，对于异

常情况提出可靠的意见，缓解异常症状，提高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

使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评

分较高（�����±����＞ �����±����）以及 %DUWKHO评分较高

（�����±���� ＞ �����±����），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 �����±����），

健康知识（�����±����＞�����±����），自护技能（�����±����

＞ �����±����）以及自护能力总评分（������±���� ＞

������±����）较高，生活质量评分较高（�����±����＞

�����±����），护理满意率较高（������＞ ������）。

综上，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使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

性护理，可以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自我能力评分、依从性、

护理满意率，值得临床使用和推广。



��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 卷·第 8期·2021 年 8月

参考文献

>��� 刘珊�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遵医行

为和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

>��� 海仙 �李素红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延续性护理策略对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现代医药卫

生������������������������

>��� 余倩雯�宁丽会�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康复的影响>-��长寿�������������

>��� 李巧丽�方丽芬�陈允祥�等�微信平台配合动机性访谈在慢性心力

衰竭并发便秘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齐鲁护理杂志�������

��������������

>��� 石小满�王伦�冀春娟�等�微信平台延续性服务对慢性心力衰竭出

院患者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饮食保健������������������

>��� 高俊峰�孙程程�李方�等�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康复的影响>-��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

>��� 王思华�杨专青�基于微信延续性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护

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当代医药���������������������

证医嘱的落实，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护理不安全事件发生率。

在患者入院后，随时将籍贯、生命体征、既往史、过敏史、电话、

联系人姓名、大小便、职业以及饮食禁忌、输液、引流管、

宗教信仰等信息录入，还可以查看，加强对患者情况的了解，

确定患者身份，更好地确保护理工作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 朱晓勃�某三甲医院个人护理终端信息系统应用效果的研究>���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

>��� 王在远�李大严�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工作中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3��的应用>-��中国数字医学������������������������

>��� 张小琴�谢福丽�黄金兰�分析3��移动工作站联合护理信息系统

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影响>-��中外医学研究��������������������

>��� 吴玉珊�李茜�张维�等�人工核对与3��核对识别患者信息在临床

护理工作中的对比研究>-��临床医学工程��������������������

>��� 黄成莲�3��及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中

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 张宏 �3��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探讨 >-� �母婴世界 ������

���������

>��� 冯贺强�3��与移动护士工作站在临床护理工作的应用与发展>-��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上接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