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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 

探讨出院后持续护理对冠心病患者 

远期康复效果的影响 

崔耀月  吕怡明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4） 

摘要：目的 分析冠心病患者在出院后接受持续护理模式的远期变化。方法  抽取我院于 2021.1-2022.1之间接收的冠心病病患 60例，

在其出院之后均给予持续护理。接下来按照随机分组法将其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小组的患者例数均是 30例，其中，对照组是在出院之

时进行指导教育，实验组还需要同时创建患者个人档案，然后为患者制定一套详细、个性的康复指导计划，确保患者和医院的有效互动。

在 1年之后对比 2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1年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均超过对照组，其之间的比较差异突出，具备较强的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冠心病患者出院后的持续性护理来说，其能够大大提升患者远期的生活质量，所以该护理模式具备较强的实

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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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冠心病在临床中的发病率比较高，大部分患者需要进行

长期的治疗与护理。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筛选出 60 例冠心病患
者，探讨患者出院后持续护理模式的远期应用效果，相关内容如下。 
一、对象及方法 
（一）常规资料 
抽取我院于 2021.1-2022.1之间接收的冠心病病患 60例，在其

出院之后均给予持续护理。接下来按照随机分组法将其分成实验组
和对照组，各小组的患者例数均是 30 例。其中，对照组的男女病
患占比是 3:2；其年龄范围是 38-77岁，均值是（51.13±1.89）岁。
实验组的男女病患占比是 17:13；其年龄范围是 39-79 岁，均值是
（50.22±1.72）岁。比较两组病患的常规资料，则能够看出其差异
突出，接下来的实验存在对比意义，P＞0.05。 
（二）方法 
所有病患均在出院后接受院方的指导与教育，同时，实验组患

者还需要实施持续护理指导，其内容是指：①创建患者的个人信息
档案，确保医护人员全面掌握。②制定一套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其
内容是指：运动、饮食、作息、药物、随访等，保障能够最大化地
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并逐步督促患者养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

③注重沟通与交流，例如：信件交流、电话沟通、QQ 交流等，对
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评估，并选择最理想、有效的健康宣教模式[1]，
帮助患者驱赶不良情绪，逐步提高其配合度。 
（三）指标分析 
比较两组在 1年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具体是通过 SF-36量表实

施评价，其包括四个评价指标：患者的生理状态、社会功能、饮食
管理、用药依从性等，其满分均是 100分，分值越大，说明患者的
生活质量越佳。 
（四）数据处理 
把本研究数据利用 SPSS28.0软件实施统计处理，其中，计量指

标通过（x±s）进行评估，接下来还需要给予 t检验。假若 P＜0.05，
那么，能够看出其差异明显。 
二、结果 
护理前，统计比较两组病患的 SF-36评分，能够看出其差异不

明显（P＞0.05；在护理后发现，实验组、对照组的 SF-36评分均提
升，但是实验组提升的幅度更大一些，两组对比差异突出，具备统
计学价值（P＜0.05）。如表 1。 

表 1   统计对比 2组的各项 SF-36评分（x±s） 

对照组 实验组 
分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生理状态 55.26±2.20 75.02±1.15 56.23±1.49 86.02±0.08 

社会功能 56.02±1.05 77.09±0.59 57.15±0.88 88.06±1.45 
饮食管理 57.02±3.09 80.23±2.45 58.44±1.22 89.23±1.56 
用药依从 60.02±1.44 82.12±2.19 61.23±0.25 92.15±1.48 

三、讨论 
由于医疗技术的持续升级，国内医疗护理水平也在不断能提

升，由传统的护理模式逐渐转换成目前“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2]。
并且在护理管理方面，也更加注重精细化、持续性、规范性等。其
中，持续护理模式属于一个全新的护理理念，它与国内医疗行情的
发展需求相吻合，不但能够让患者在住院期间获得有效地护理干
预，而且还能够让一些慢性病患者在出院之后得到持续性地护理指
导，冠心病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病，大部分患者在患病之后必须要终
身吃药，且需要加强日常生活的持续性管理，采用出院后持续护理
模式能够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精细化地指导，并且还能够通过健
康教育的方式逐步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所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

来看：在出院时，对比 2组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发现无差异，但是
在 1年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均超过对照组，其之间的比
较差异突出，具备较强的统计学意义（P＜0.05）。这能够证实冠心
病患者在出院后进行持续护理之后，其远期的生活质量能够明显改
善与优化，这对于增强患者的预后质量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该
护理模式值得推广与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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