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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护理

网络社交平台对慢性心力衰竭居家患者延伸
护理的作用分析
侯静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河南省新乡 450000）

摘要：目的：探讨网络社交平台模式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伸护理的效用。方法：选取2019年12月~2020年12月慢性心力衰竭居家患者66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3 例，对照组实施延伸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网络社交平台延伸护理。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干预后，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网络社交平台模式下，延伸护理应用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是一类便捷、有效的路径，

能够为医院信息化系统构建延伸护理管理平台供应优良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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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心力衰竭存活率显著增加，但同
时患者生理、心理会受到双重负担，情绪上易出现较多负面
影响。患者会出现诸多疾病的终末期表现，需长时间治疗及
护理。居家延伸护理是一类新型护理，是对医院护理的进一
步延伸，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死亡率也得以降低。
心力衰竭患者延伸护理需定期上门服务，但目前医护人员短
缺，普及与扩大难度较大。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大力发展，
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延伸护理实施显得十分重要，能够为临
床供应新思路。本研究分析网络社交平台模式下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延伸护理的效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慢性心力衰竭居家患者
66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3 例。对照组男 20 例，
女 13 例；年龄 44~66 岁，平均（55.2±2.6）岁。观察组男 19 例，
女 14 例；年龄 43~67 岁，平均（55.4±2.6）岁。两组患者资
料均衡可比（P ＞ 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延伸护理，监督用药、科学搭配饮食，科学运
动，加强疾病宣教，注重心理疏导。观察组基于网络社交平台
延伸护理。具体内容：（1）护理人员培训，在医护人员指导下，
按授课与情景模式在研究实施前对全部护士每周实施2次教学，
开展 2 个月的培训，培训主要就疾病知识与护理以及注意事项
等内容展开研究。（2）构建档案和分组，构建专人负责健康管
理档案，包含患者基本资料，经网络社交平台行延伸护理，在
出院前开展健康教育，开展家庭常规护理。每周上门为患者服
务 2 次，内容包括对应专业医师指导的对应健康知识宣传与教
育，心理疏导，从运动、饮食进行制定，并处理常见症状。（3）
延伸护理，每周上门 2 次，加强疾病宣传教育，从心理上进
行疏导，制定科学的运动、休息计划，对常见症状进行自我
护理与处置。（4）建立信息平台，经网络社交平台，构建疾
病延伸护理平台，在此平台上开展延伸护理。

1.3  观察指标

（1）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出院后 3 个月对患者生活质
量进行预估，量表内容主要包括总体健康情况、功能领域等
各个方面，分值与患者生活质量呈正比。（2）照顾者生活质
量评估，采用中文版生活质量量表对照顾者生活质量进行评
估，量表包含几个维度，主要是社会、心理、精神，不同维

度运用 Liket5 级评分法，从多方面分别计分 1~5 分，不同分
值相加得出总分，分值高低与患者的生活质量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数 据 处 理 采 用 SPSS13.0 统 计 学 软 件， 计 量 资 料 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分）

组称 n 总体健康情况 功能领域 症状领域

观察组 33 65.92±20.68 68.95±19.52 45.80±9.72

对照组 33 52.93±20.65 53.62±19.51 34.51±9.23

t 2.553 3.191 4.839

P 0.007 0.001 0.000

3 讨论
延伸护理包括自我监测与饮食等方面的应用，为患者实

施心理疏导，帮其制定运动与休息计划。在此基础上，前期
全部护理均接受为期 2 个月的专业知识训练，保障延伸护理
的专业性 [1]。网络社交平台延伸护理是在延伸护理中，增加
网络社交平台，扩大护理范围，患者出院后也可以得到良好
护理，护士可通过微信群为患者分享疾病知识，发放护理任务，
指导患者解决在护理过程遇到的问题，对患者病情好转有积
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
分明显较对照组高（P ＜ 0.05）。表明延伸护理能够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有效减轻患者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增加对疾病
的认识程度，增加治疗依从性，加强饮食控制。延伸护理通
过为患者实施疾病教育，能够帮患者医嘱用药，在专业医师
的指导下疏导患者心理，帮其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一定程
度减轻患者的焦虑。

综上所述，延伸护理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借助网络
社交平台将护理落实到实处，为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创建优良
的管理平台，可行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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