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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管理模式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张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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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探究个案管理模式于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成效。方法 择取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 日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22 位老年慢性病患者，随机划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1 例。对照组

运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则采用个案管理模式。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最终效果、生活质量以及总体满意程度予以

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成效显著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满意度亦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皆具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个案管理模式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中具有突出的应用效果，可提升

护理质量，改良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满意程度，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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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ep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management mode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122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1, 2020 to August 1,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ach with 61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utilized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l,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ase management model. The final effect of nursing care, quality of life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outcom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level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he differenc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ase management model has outstanding application effects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being widely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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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态势愈发明显，这直接导致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数

量持续攀升[1]。 老年慢性病具有一系列显著特点。病

程漫长，患者往往需要长期与疾病抗争，承受着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压力。病情复杂多变，可能涉及多个身体系

统的问题，诊断和治疗的难度较大。同时，并发症多也

是老年慢性病的突出问题，这些并发症不仅增加了患

者的痛苦，还进一步加重了医疗负担。老年慢性病给患

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他们的生活

质量大幅下降。患者可能面临行动不便、疼痛、焦虑、

抑郁等诸多问题，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造成

极大的阻碍[2]。 
康复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专业的康复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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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症状、控制病情、提高身体功能，从而显著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的康复[3]。个案管理模式作为一

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

整合医疗资源，将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

多方面的专业人员紧密结合起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整体性的护理服务。从患者入院开始，个案管理小组就

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了解患者的一般资料，然后制定出

符合患者需求的个性化护理计划[4]。在实施护理计划的

过程中，各专业人员协同合作，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护

理服务。同时，定期的随访也确保了护理的连续性和有

效性。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个案管理模式在老年慢性病

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护理提供科学、可

靠的参考依据，以更好地服务于老年慢性病患者[5]。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8 月 1 日到 2024 年 8 月 1 日青岛某

疗养中心疗养科接收的老年慢性病患者 122 例。对照

组：一共有 61 例，其中男 30 例，女 31 例；且年龄在

60~85 岁区间内，平均年龄（70.86±1.66） 岁；病程

2~12 年，平均病程（7.55±0.45）年；受教育的年限 3~15
年，平均受教育的年限（9.19±1.22）年。观察组：一

共有 61 例，其中男 33 例，女 28 例；且年龄在 62~85
岁区间内，平均年龄（71.92±1.34）岁； 病程 2~14 年，

平均病程（8.11±0.21）年；受教育的年限 4~14 年，

平均受教育的年限（9.87±1.41）年。慢性疾病类型包

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两

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次研究已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包括病情观察、用药指

导、饮食护理、生活护理等。 
观察组采用个案管理模式，具体措施如下： 
2.2.1 成立个案管理小组 
由护士长、责任护士、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组成

的个案管理小组，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护理工作

中起着核心作用。护士长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

知识，统筹协调小组的各项工作，确保整个护理流程的

高效运转。责任护士作为与患者接触最为频繁的人员，

负责日常护理工作的具体实施和对患者病情变化的密

切观察。康复治疗师则运用专业的康复技能，为患者制

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方案，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营

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营养需求，精心设计合理的饮

食方案，为患者的康复提供营养支持。这个多元化的个

案管理小组，将不同专业领域的优势汇聚在一起，为患

者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护理服务。  
2.2.2 评估患者需求 
在患者入院后，个案管理小组立即展开全面评估

工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详细的诊断和分析，了解疾病

的发展阶段、严重程度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同时，深

入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身体各项机能指标、活动

能力、耐力等方面。心理状态的评估同样至关重要，老

年慢性病患者常常会面临着焦虑、抑郁等心理方面的

问题，个案管理小组通过使用专业的心理评估工具，科

学具体地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和心理需求。此外，社会

支持方面的评估也不可或缺，包括患者的家庭支持情

况、社交网络以及社区资源等。通过全面评估，个案管

理小组能够深入了解患者的需求和问题所在，为制定

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2.2.3 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 
根据患者的评估结果，个案管理小组精心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计划。康复目标的设定既具有针对性又切

实可行，考虑到患者的病情、身体状况和康复潜力。护

理措施涵盖了病情观察、用药指导、饮食护理、康复训

练、心理护理等多个方面。病情观察计划明确了观察的

频率、指标和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用药指导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用药情况，详细说明药物使用的注意事

项。饮食护理方案结合患者的病情和营养需求，制定合

理的饮食结构和营养搭配。康复训练计划由康复治疗

师根据患者的康复需求和身体状况量身定制，包括训

练的内容、强度和进度。心理护理措施则根据患者的心

理状态，科学及时地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疏导，增强患

者的康复信心。随访计划也在护理计划中明确规定，包

括随访的时间、方式和内容。 
2.2.4 实施护理计划 
责任护士按照护理计划认真对患者进行护理。病

情观察是日常护理工作的重要环节，责任护士密切关

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记录各项生理指标，并向医生

和个案管理小组汇报异常情况。用药指导方面，责任护

士耐心向患者解释药物的作用和用法，确保患者正确

服药。饮食护理中，责任护士与营养师密切合作，指导

患者按照合理的饮食方案饮食，保证营养可以被均衡

地摄入。康复训练由康复治疗师主导，根据康复训练计

划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患者逐步恢复身体功能。

心理护理则由责任护士和心理医生共同负责，通过与

患者的交流和心理疏导，使得患者的心理压力得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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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有效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  
2.2.5 定期随访 
个案管理小组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以了解患者

的康复情况。随访方式包括电话随访和家庭访视等多

种形式。电话随访方便快捷，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

变化和康复进展，解答患者的疑问。家庭访视则更加深

入，个案管理小组成员可以实地观察患者的生活环境

和康复情况，对护理计划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定期随

访，个案管理小组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确保患者的康复护理工作持续有效进行。 
2.3 观察指标 
2.3.1 护理效果：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情况、

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等。 
2.3.2 生活质量：运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总体评估。

问卷涵盖了躯体、心理、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和物质

生活状态这四个维度。在评估过程中，得分越高意味着

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通过对这四个维度的综合考量，

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患者在不同方面的生活质量状况，

为进一步分析和改进护理措施提供有力依据[6]。 
2.3.3 满意度：在调查过程中，选用自行编制的满

意度调查问卷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展开调

查。该问卷将满意度划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

个等级，满意度 =（非常满意例数 + 满意例数）/ 总
例数 ×100%。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为后续改进护理工作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𝑥±s）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²检验。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效果 
根据收集到的疾病控制良好例数对比，并发症例

数对比以及住院时间对比，可以明显看到，观察组也就

是通过个案管理模式护理的患者的疾病控制情况明显

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例数也显著低于对照组，住院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3.2 生活质量 
通过收集观察组和对照组在躯体、心理、社会等功

能和物质生活状态的评分可以明显发现，观察组也就

是通过个案管理模式护理患者的生活质量总体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

据见表 2。 
3.3 满意度 
通过对两组患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可以

明显看到，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 3。 

表 1  护理效果对比表 

组别 疾病控制良好例数 并发症发生例数 住院时间（d） 

观察组（n=61） 58 3 14±2.5 

对照组（n=61） 50 11 21±3.6 

表 2  两组 GQOLI-74 评分对比（x±s） 

组别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总分 

观察组（n=61） 57.22±5.32 59.13±8.90 57.36±6.94 56.20±6.55 229.91±27.71 

对照组（n=61） 51.67±4.16 54.65±7.28 54.40±7.22 52.35±5.28 213.07±23.94 

t 6.42 12.55 11.01 11.31 19.64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满意度对比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61） 54 5 2 96.72% 

对照组（n=61） 47 6 8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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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老年慢性病患者由于病情复杂、病程长，确实需要

长期的康复护理。这类患者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单一疾

病的困扰，往往是多种病症交织，治疗过程繁琐且漫长
[7]。常规护理模式在过去的医疗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它往往更侧重于疾病的治疗本身，主要围绕症状的

缓解和生理指标的改善展开工作。然而，这种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患者的整体需求。老年慢性病患者除

了生理上的病痛，还常常面临心理压力、社会交往减少、

家庭支持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8]。 
个案管理模式则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

它的出现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护理带来了新的希

望。这种模式通过整合医疗资源，将医生、护士、康复

治疗师、营养师、心理医生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员汇聚

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护理团队。团队成员共同协作，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全程化的护理服务。从患者入院的

那一刻起，个案管理小组便开始对其进行全面评估。这

个评估不仅包括对疾病的诊断和生理指标的检查，还

涵盖了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社会支持情况等多

个方面。通过这样的全面评估，能够深入了解患者的独

特需求和问题所在。 
本研究表明，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中，采用

个案管理模式的观察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观

察组在疾病控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评

分以及提升患者满意度方面表现出色。这意味着个案

管理模式能满足患者多方面需求，包括改善身体功能、

心理状态和社会交往等。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

个案管理模式为老年慢性病护理提供有效方案，值得

临床推广。通过不断探索完善该模式，可为患者提供更

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助力他们更好地应对疾病，提高

生活质量，安享晚年。该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整合医疗

资源，成立管理小组进行全面评估、制定个性化护理计

划并实施，还定期随访调整计划，为老年慢性病患者康

复带来新希望。 
5 结论 
个案管理模式作为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

在老年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

整合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整体性的护理

服务，有效提高了护理效果、生活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在未来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应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个案

管理模式，为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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