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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基于微信下延伸护理对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的影响
赵航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 473012）

摘要：目的：观察基于微信下延伸护理改善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在
我院行鼻内镜手术的 9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 术后，研究组给予微信下延伸护理，对照组

给予常规延伸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6 个月后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和生命质量[生命质量指标（QL-Index）]。 结果：出院 6
个月后，研究组的依从率、护理满意度和 QL-Index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实施基于微信下

的延伸护理可提高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和生命质量，对患者预后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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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鼻窦疾病常会使鼻腔、鼻窦的呼吸和嗅觉等
重要生理功能受损。 鼻内镜手术可有效清除病变，
改善和重建鼻通气引流功能，且对鼻腔和鼻窦环境
影响较小，对促进鼻、鼻窦疾病的良性转归有重要意
义[1]。 患者术后的病情评估、用药和随访等情况均可
能对其预后造成影响，因此，在患者术后较长的恢复
期内常需进一步开展治疗护理以巩固疗效[2]。 本研
究对鼻内镜手术术后患者实施基于微信下的连续性
护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6年 3月 ~2017年 3月在
我院行鼻内镜手术的 9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每组 48例。 研究组中男 29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39.31±5.49）；平均病程
（5.71±0.49）年。 对照组中男 27例，女 21例；平均
年龄（38.78±5.34）；平均病程（5.86±0.53）年。 两组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纳入标准 首次接受鼻内镜手术者；年龄≥18
岁者；有具备微信使用功能的手机且可熟练使用微
信者。
1.3%%%%排除标准 合并恶性肿瘤的患者；心、肝、肾等
脏器功能不全者；患有严重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者；有精神、智力障碍及无法接受调查者。
1.4%%%%护理方法
1.4.1%%%%对照组 给予健康宣教和院外随访等常规延
伸护理干预。
1.4.2%%%%研究组 给予基于微信下的延伸护理：（1）成
立延伸护理小组，建立护理小组微信群，将护理规章
制度、护理流程、服务指引、患者病情评估和护理经
验分享等内容在微信群内公布，护理人员掌握上述
内容后根据具体情况与群内成员进行沟通交流。（2）
建立护患微信交流群和微信公众号，护理人员在群

内推送最近护理动态、病例分析、健康知识、自我护
理经验和鼻内镜手术术后护理方面的培训课件、内
容和通知，患者可根据情况进行阅读和反馈，护理人
员再根据反馈信息进行详细讲解。（3）通过微信交流
群传达护理知识，医护患积极交流相互监督，对护理
过程中不清楚、不确定的方面及时反映，公布事故教
训，指导患者用药，帮助患者树立信心，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4）通过微信收集患者资料，及时对患者
的康复状态进行评估，通过微信对出院患者的用药、
饮食、卫生、心理、康复训练、副反应和并发症等进行
定期随访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导解决，定期
安排复诊。 制定康复情况调查表， 掌握患者康复情
况，定期通过微信发布。
1.5%%%%观察指标及评估标准 患者出院 6个月后，评
估其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和生命质量。（1）依从
性评估标准。 观察患者是否遵医嘱服药、合理饮食、
规律作息和定期复诊等，完全依从：严格遵守上述情
况；部分依从：基本遵守上述情况；不依从：擅自中断
治疗，不遵守上述情况。 依从率 =（完全依从例数＋
部分依从例数）/总例数×100%。（2）护理满意度：采
用自制调查问卷评价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该问卷涵
盖连续性、及时性、全面性及安全性 4个方面，各 25
分，分值越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越高。（3）
生命质量 ： 以 Spitzer 提出的生命质量指标
（QL-Index）为依据，评估患者的生命质量；该量表涵
盖日常活动、运动能力、健康意识、生活感受及家庭
支持 5个方面，总分 10分，得分越高，患者的生命质
量越高[3]。
1.6%%%%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SPSS19.0统计学
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
以%表示，行 字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研究组的各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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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分，x%±s）

2.2%%%%两组 QL-Index 评分比较 研究组的各项
QL-Index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 QL-Index评分比较（分，x%±s）

2.3%%%%两组依从性比较 研究组的依从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两组依从性比较[例（%）]

3%%%%讨论
鼻是致病因子侵入机体的主要入口之一，鼻部

病变除影响嗅觉、呼吸和局部免疫等功能外，严重时
还可能向内侵袭致病，累及颅内或眼眶等部位，影响
患者的身体健康[4]。 近年来，鼻内镜手术在鼻、鼻窦
疾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鼻内镜手术术后患者因
护理知识缺乏、自护能力不足、缺乏持续治疗意识和
自行中断治疗等原因可能影响其恢复效果。

相关研究显示，高效、全面、便捷的网络信息应
用可有效促进连续性护理模式的创建和实施[5]。 加
强健康教育，可以使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面对疾
病时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 患者住院期间与护理人
员接触最多，是实施健康教育的最佳时机。 微信作
为国内应用较广泛的通讯软件，可加强医护人员、患
者及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保证医护工作的连续性，
快速掌握患者的病情动态，方便进行风险管理、远程
医疗咨询和健康教育服务[6]。 鼻黏膜血管丰富，多为
末梢血管，自身收缩能力差，术中易对其造成损伤，
引起疼痛。 医护人员可通过微信对患者进行疾病知
识、手术原理和术后疼痛等方面的健康宣教，使患者
对自身疾病、医护人员的治疗护理措施和术后疼痛
刺激等有一定的了解，有利于患者及患者家属提前

做好心理准备，学习正确的疼痛干预方法，还可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避免其因对上述知识的不理解
产生抵触和不信任心理， 有利于后续治疗的顺利进
行。 实际工作中，医护人员工作量较大，难以及时掌
握患者的准确信息， 护理人员还可通过该平台收集
整理患者资料，了解患者对伤口的观察护理、鼻腔冲
洗和预防并发症等知识的掌握情况， 掌握出院患者
治疗和护理方面的实施效果， 及时指导纠正患者操
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其做出的努力和护理效果给予
鼓励，巩固院内治疗效果[7]。 护理人员还可针对相关
资料给予患者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服务， 满足患者的
需求，迎合患者的意愿，指导患者的家属亲友多给予
其安慰和鼓励，使患者感受到医院、家庭及亲友对其
的重视和关怀， 避免常规模式下盲目护理对患者间
差异性的忽视， 有助于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提高依从性，促进预后。此外，患者通过微信平台
可及时反映自己面临的困扰，也可与他人分享经验，
看到其他患者的治疗进展后也有利于增强患者的信
心，提高治疗依从性[8]。 本研究中，给予基于微信下
的延伸护理的研究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
依从率均优于给予常规延伸护理的对照组， 表明基
于微信下的延伸护理对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治
疗依从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一定的帮助，这可
能与微信平台可通过强化沟通、 提供治疗护理经验
和方便医护人员掌握患者情况等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有关。

综上所述， 实施基于微信下的延伸护理可提高
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的治疗依从性、 护理满意度和
生命质量，对患者预后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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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日常活动 运动能力 健康意识 生活感受 %家庭支持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48
48

1.81±0.28
1.65±0.23
3.059
0.003

1.82±0.27
1.64±0.26
3.327
0.001

1.83±0.21
1.67±0.16
4.199
0.000

1.86±0.38
1.66±0.32
2.789
0.006

1.87±0.31
1.68±0.24
3.358
0.001

组别 n %%%%%连续性 %%%%及时性 %%%%全面性 %%%%安全性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48
48

23.55±2.13
21.42±1.81
5.279
0.000

23.08±2.55
19.87±1.92
6.967
0.000

22.41±1.93
20.96±1.27
4.348
0.000

24.61±1.66
23.22±1.31
4.554
0.000

组别 n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

研究组
对照组
字2%%%%%%%%%
P

48
48

36（75.00）
23（47.92）

%10（20.83）
16（33.33）

%%2（4.17）
9（18.75）

%%%46（95.83）
39（81.25）
8.36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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