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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1 世纪，中国医疗行业在医药流通、教育、培训、营销

推广及医患沟通等诸多领域的互联网模式逐渐被人们认同和

接受[1]。随着互联网和和移动互联的技术飞速发展，医院面临

着信息化变革大潮，利用互联网可以对医院经营者和服务模

式进行突破性创新[2]。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经临床诊断慢

性鼻窦炎患者 56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560 例均行功能性鼻

内镜鼻窦手术。其中，男性 420 例，女性 140 例。18耀50 岁 498
例，50 岁以上 62 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508 例，其他文化程

度 52 例。其中，玉型 465 例，域型 63 例，芋型 32 例。

2.2 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 560 例慢性鼻

窦炎患者，2018 年 6 月—2018 年 9 月分为对照组（常规电话

随访），2018 年 10 月—2018 年 12 月分为观察组（电话随访+
网络延续护理干预），平均每组 280 例患者。

2.3 评价标准

对 2 组院外患者进行延续护理，护理干预后的临床症状

和术腔情况进行观察、评分、分析。症状量化评价按中华医学

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科组制定的中国慢性

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中所推荐采用的视觉模拟量表

（VAS）评分法，客观评价推荐采用鼻内镜检查 Lund-Kennedy
评分法对鼻腔冲洗后各时间点的主观症状或感受情况进行评

价[3]。观察内容包括：鼻塞情况、头痛情况、嗅觉等有无改善以

及内镜检查窦口开放情况、窦腔黏膜有无水肿、肥厚或肉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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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成、鼻腔有无脓性分泌物等。

2.4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均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经对院外延续护理两组患者进行观察分析，2 组在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病程和分型、临床症状评分等比较差异不明

显（P>0.05）。院外护理干预后 2 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术腔情

况均有改善，根据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和鼻内镜检查

Lund-Kennedy 评分比较，观察组较对照组患者依从性明显提

高，治疗效果改善明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果详见表 1、表 2。

4 网络延续护理措施

我科自 2018 年 10 月始开始实行电话随访+网络延伸护

理。对照组由指定护士出院一周后电话随访，随访内容包括：

临床症状评估、鼻腔冲洗指导、服药、鼻腔用药及复诊指导。观

察组由专科护士建立微信公众平台随访，所有诊断为慢性鼻

窦炎患者出院时扫码加入，出院第 2 日定时定人群对 FESS 术

后出院患者发放注意事项，并根据患者反馈信息给予个性化

指导，出院第 6 日设置复诊提醒。

科室微信公众平台全员参与，每日指定专科护士重点解

答，线下（电话随访）、线上（网络平台）同时进行院外患者延伸

护理，重点患者重点关注。经过有计划的个性化的护理干预，

患者院外自我管理依从性明显提高，能主动进行鼻腔冲洗、鼻

腔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的准确率显著提高。

网络延续护理人员要求专科护士和医生全员参与，工作

时间由指定专科护士了解患者院外疾病恢复情况，收集患者

资料，医生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复诊鼻内镜检查情况，制定康

复方案，护士根据个性化方案指导患者正确的生活方式、用药

指导等，及时解答患者疑问，并提醒复诊时间。其他时间全员

参与，不定时传送专科科普知识、专科新业务、医学前沿知识

及康复信息等，便于患者多角度了解医疗信息。这样可有效提

高患者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专科护士在提供护理指导的同时，向患者发放自行设计

的疾病知识知晓度调查表和满意度调查表，根据患者的问题

及时更新专科科普内容及健康教育内容，使医疗护理信息更

全面、更实用，避免了道听途说的不全面知识的误解，有效地

避免了医疗纠纷，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5 讨论

5.1 WHO强调延续护理

是确保卫生保健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4]。病人出院并

不意味着医疗服务的结束。通过研究，30豫的病人出院后 3 个月

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急剧下降。延续护理有效地强调了医

疗卫生服务的协调、连续和一致性。延续护理的出现成为医疗

领域解决如何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减少医疗资源浪费这一

问题的一项重大事件之一。

5.2 延续性护理

是优质护理的一部分及住院护理的延伸，使院外患者在

疾病的恢复过程中得到持续的护理健康指导。网络延续护理

在传统的出院指导、爱心卡、电话随访、病友联谊会等方式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网络平台的快捷、直观、有效的沟通，最大限

度地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5.3 网络延续护理

是基于互联网医疗基础上医院微信服务平台的设计管理

下完成的，网络延续护理可以满足别人出院后的康复需求，制

定个性化专业化的健康教育，同时通过浏览专业知识，提高了

患者对疾病的知晓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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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患者入组资料比较(n=280)（例）

表 2 2 组患者院外管理对 FESS 术后治疗效果影响（分）

组别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分型

男 女 8耀50 50 以上
初中
以上

其他 玉型 域型 芋型

对照组 185 95 234 46 256 24 232 33 15
观察组 176 104 220 60 239 41 220 40 20
P>0.05 无差异

组别
视觉模拟量表 VAS 鼻内镜检查 Lund-Kennedy
三月 六月 三月 六月

对照组 3依0.5 2依0.3 4依0.3 3依0.5
观察组 2依0.3 1依0.2 2依0.8 1依0.4
P>0.05 比较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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