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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社区护理服务在促进社区居民健康中的
作用
苑会青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吉林白城  137000）

摘要：目的：对社区护理服务在社区居民健康中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向我社区的180例居民发放问卷开展调查，

了解社区居民健康服务需求，并根据社区居民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分析护理服务前后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变化。

结果：180 例社区居民中，46.11%（83/180）的居民对自己的血压、血糖情况不了解，32.22%（58/180）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健

康关注较少，仅有 21.67%（39/180）的居民能够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有益的健康饮食和活动。进行社区居民健康教育后，居民的

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评分均显著改善（P＜ 0.05）。结论：社区护理服务在社区居民健康服务中应用效果显著，能有效增强居民的健

康意识，改善居民的健康行为，对社区居民健康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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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服务是以社区居民健康为目标开展的
护理服务，通过结合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为社区居
民提供更为合适的护理服务，促使社区居民整体健
康水平显著提升。本研究以我社区的180例居民为例，
对社区护理服务在社区居民健康中的促进作用进行
研究。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社区 180 例居民的基本资料，对其开展健
康问卷调查，所有居民均自愿参加本次调查活动。其
中，男 84 例、女 96 例，年龄 35~82 岁，学历：初中
及以下 20 例、初中 105 例、高中及中专 30 例、大专
及以上 25 例。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 180 例社区居民开
展健康状况调查，调查内容包含居民的一般情况以及
健康状况、健康知识、健康行为、运动、饮食、经济
状况等。其中，一般情况主要有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职业、血压、血糖以及体重等；问卷调查采用实
名制记录式调查，在现场进行调查后并填写问卷，对
回收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 1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80 份，有效回收率
为 100.0%。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社区居民采取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护理干预，护理内容包含健康教育处方制定与
健康教育实施、生活方式指导等，护理时间为 3 个月，
护理前后对选取人群的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进行评分
对比，分析社区护理服务在居民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社区居民的健康情况调查结果

180 例社区居民中，46.11%（83/180）的居民对
自己的血压、血糖情况不了解，32.22%（58/180）的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健康关注较少，仅有 21.67%
（39/180）的居民能够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有益
的健康饮食和活动。

2.2  护理前后社区居民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评分
比较

进行社区居民健康教育后，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
康行为评分均显著改善（P ＜ 0.05）。见表 1。

表1  护理前后社区居民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评分比较（ ±s，分）

时间 n 健康意识 健康行为

护理前 180 37.4±1.3 70.3±5.7

护理后 180 78.2±5.1 89.6±7.2

t 15.697 9.128

P ＜ 0.05 ＜ 0.05

3讨论

3.1  社区居民健康需求与社区护理服务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日
常生活与工作中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很少有时
间关心个人的健康问题，再加上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与
不健康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使健康状况十分堪忧。
调查显示，46.11%（83/180）的居民对自己的血压、
血糖情况不了解，32.22%（58/180）的居民在日常生
活中对自身健康关注较少。因此，定期开展相应的社
区健康教育活动，为社区居民发放健康教育资料，通
过海报张贴或者是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对社区居民的
健康教育，促进社区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和习惯，
是当前我国社区护理服务中促进居民健康所面临的突
出需求 [1~3]。

在社区居民的各种健康情况中，健康行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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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为实现疾病的有效预防，进行自身健康状况保
护所采取的行为，像健康的饮食以及运动锻炼、良好
的生活习惯、养生保健等。调查显示，仅有 21.67%
（39/180）的居民能够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有益
的健康饮食和活动，这也反映出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
教育服务开展的形势需求十分迫切。

社区护理服务作为一项基本的医疗服务，是以家
庭为单位，面向社区居民开展的服务项目。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催生了社区居民健康护
理服务需求的增长，使社区护理服务逐渐成为当前我
国医疗卫生行业护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其
他护理情况不同，社区护理服务在护理开展中，能够
结合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差异，进行针对性的护理服
务制定，从而实现更加完善与有效的护理服务提供，
促进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提升。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差
异性影响，社区护理服务开展中，其工作范围以及护
理人员的护理水平、护理人群等，都存在一定的区别，
导致较为统一并且系统化的社区护理服务体系并未形
成，这也是当前我国社区护理服务所面临的突出现状。

3.2  社区护理服务特点及其在社区居民健康促进
中的作用

（1）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的护理服务。
社区护理服务和临床护理服务不同，它将医疗、保健
以及健康指导、康复等内容综合为一体，从而面向社
区居民进行综合性的护理服务提供。社区护理服务开
展中，通过向社区居民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来帮助
社区居民及时发现自身患有的疾病，并积极进行预防
和治疗，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 [4]。

（2）护理人员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表现较强。与
临床护理相比，社区护理服务人员的独立判断与问题
解决能力更加突出。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不
仅需要社区护理人员在护理服务中能够与医院专家进
行积极联系，为患者提供定期出诊以及健康活动开展
等服务，还需要通过对各项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社
区居民健康需求的全面了解，从而对社区居民健康状
况进行有效维护。

（3）社区护理服务具有连续性、长期性以及可
及性特征。由于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以及
后期的治疗转归，本身是一个长期并且连续的过程，
因此，在对患者开展治疗和护理服务中，也需要确保
有关服务开展的长期性和连续性，这也是社区护理服
务的两项突出特征。社区护理服务的可及性要求社区
护理人员在工作开展中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能够通过
对社区居民的定期健康宣教活动开展，使社区居民对
社区护理服务的可及性进行切实感受，逐步提升社区
居民的健康意识。

（4）社区护理服务是以社区居民健康为中心，
结合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进行护理服务提供。社区护

理服务是以社区的居民为服务对象，其中主要侧重于
无明显症状与健康人群中间的患者群体。随着医疗服
务模式的转变发展，人们更加注重心理与生理因素在
自身健康中的影响，推动了社区护理服务在社区居民
健康促进中的积极作用发挥。

3.3  社区护理服务的具体措施

（1）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在社区护理
服务开展中，可通过向社区居民积极进行有关健康知
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社区居民建立健康、规律的生活
和饮食方式，使社区居民能够将自身的健康知识和健
康行为相互结合，从而在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中不断
渗透一些积极、良好的思想认识，逐步提升社区居民
的健康素养，使其具备较为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2）积极为社区居
民建立社区健康档案，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
社区护理服务开展，进行社区健康档案建立，对社区
居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健康状态进行初步了解后，根据
其已经出现或者是潜在发生的健康问题，进行及时检
查与诊断确认，并开展有效的治疗和干预；然后由社
区护理人员结合患者的健康档案信息，对其开展针对
性的护理支持，不断促进和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

（3）定期进行家庭访视。社区护理服务开展中，
可针对具有家庭访视需求以及较为特殊的患者群体，
开展定期家庭访视护理服务，对患者的基本健康状
况进行充分了解，结合患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基础
护理技术以及康复医疗服务提供，对患者进行适时
的心理与生理指导，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与护
理服务需求。

（4）完善社区护理服务体。积极提升社区护理
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提升，使其能够在不同的
问题和情况下进行有效应对和完善处理，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加完善与优质的健康护理服务，提高社区居民
的健康水平。此外，结合社区居民的居住密度以及社
区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与社区居民健康服务相匹配的
护理服务体系，推动社区护理服务项目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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