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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高海拔地区给予压力性损伤（pressure injury, PI）居家老年

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

且出院时仍存在 PI 的 62 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31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宣教及随访，试验组给予延续性护理措施，收集两组患者 PI 创口

愈合时间、SF-36 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照护者知识评分、照护行为评分等指标，

分析 PI 创口愈合时间的影响因素，比较延续性护理措施的干预效果。结果  试验组患者

PI 创口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照护者知识评分、

照护行为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I 分期与创口愈合时间

呈正相关，患者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照护者知识评分、行为评分与创口

愈合时间呈负相关，且均为创口愈合时间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在高海拔地区向 PI 居

家老年患者提供延续性护理措施，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照护者

知识水平、照护行为质量，对缩短创口愈合时间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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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essure injury (PI) at home in high altitude area. Methods  62 elderly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Xining from April 2021 to October 2021 and still had PI at 
hospital discharge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discharge education and 
follow-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measures. PI wound heal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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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36 quality of life scores, nursing satisfaction, caregiver knowledge scores, and nursing behavior 
scor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two groups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Results  PI wound 
healing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caregiver PI knowledge score, nursing behavior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I stag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und healing time.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caregiver knowledge scores and behavior scor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und healing time, and they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und healing time.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for PI elderly patients at home in high altitude area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the level of PI-related knowledge, 
and care behavior quality of caregiver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shorten the wound healing time.

【Keywords】Continuous nursing; High altitude area;  Pressure injury; Elderly patients

延续性护理指患者发生不同医疗机构转移或

不同照护层次转变时，提供连续、协调、整体的

照护服务，目的是维护或满足患者健康需求，包

括信息、关系、管理三方面的延续，延长护理时间、

丰富照护层次，对慢性病管理有重要意义，能够

改善患者出院后结局 [1-2]。压力性损伤（pressure 

injury, PI）在卒中、大小便失禁、骨折、衰弱、

营养不良、糖尿病等患者中较常见，具有发病率

高、愈合慢、易复发等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

国住院患者 PI 现患病率为 1.67%，且呈上升趋

势 [3]。部分老年患者出院时存在 PI 未愈的情况，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照护

者通常缺乏系统的 PI 知识及照护技能，护理效能

较低，制约了患者的居家康复。高海拔地区由于

经济和自然因素影响，PI 患者的康复需引起关注，

目前此类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索给予高海拔

地区 PI 居家老年患者延续性护理的效果，为此类

患者的治疗护理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西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收治且出院时仍存在 PI 的 62 例老年患者为研

究对象，按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31 例）和试验

组（31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 PI 诊断标准 [4]；

②年龄≥ 60 岁；③ Braden 评分＜ 18 分；④神志

清楚。排除标准：①患者及家属依从性差；②终

末期、皮肤病患者；③不易随访者。本研究所有

患者均已知情同意，研究经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YXLL（2020011）]。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出院前由责任护士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给予常规出院指导，包括宣教、PI 家庭皮肤护理、

用药、膳食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延续性护理措

施。具体包括：（1）成立延续性护理小组。由医

院 PI 专科小组护士组建，干预前对组员进行 PI 相

关知识培训，达到一致性和标准化要求，确保干预

效果。（2）健康教育。①制定易于患者及照护者

理解的宣教内容。②指导保持居室环境整洁、温湿

度适宜。③指导正确的创口护理措施。④指导做好

失禁和潮湿皮肤管理。⑤指导膳食方案，根据患者

进食情况，提供个性化营养宣教。（3）建立微信

平台管理小组。通过定期发送文字、图片、视频进

行宣教，及时回复患者及照护者疑问 [5]。（4）延

续性护理。出院 1 个月内，每周进行 1 次随访和宣

教；出院后 2~3 个月，每两周进行 1 次随访和宣教；

患者出院第 1、3 月时，进行上门随访和护理。

1.3 观察指标
（1）愈合时间。在出院当日、出院 1 月、3

月时，由小组成员观察 PI 创口状态，询问并记录

愈合时间。

（2）生活质量评分。在出院当日和出院 3

个月时，采用生活质量量表（SF-36）从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精

神健康、精力、一般健康状况等维度评估两组患

者的生活质量。

（3）护理满意度。在出院当日和出院 3 个

月时，采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PI 护理满意度问

卷，从服务态度、内容、质量、专业能力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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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1~5 级评

分法。评分与满意度成正相关，即非常不满意 1 分、

不满意 2 分、一般 3 分、满意 4 分、非常满意 5 分。

该问卷的内容效度为 0.93，信度为 0.81。

（4）照护者 PI 知识得分。在出院当日和出

院 3 个月时，采用周冬梅 [6] 设计的 PI 照护者知

识问卷，从 PI 病因、危险因素、皮肤评估、膳

食营养等方面对照护者掌握相关知识情况进行评

价。该问卷共 25 题，答对得 1 分，其他得 0 分，

得分范围是 0~25 分，得分越高说明照护者 PI 知

识掌握越好，得分越低则知识掌握越差。该问卷

效度为 0.94，信度为 0.85。

（5）照护行为得分。在出院当日和出院 3 个

月时，采用周冬梅 [6] 设计的 PI 照护者行为问卷，从

体位、皮肤护理、减压用具选择、膳食等方面对照

护者近一周内的照护行为进行评价。该问卷共 15 题，

正向条目计 1~4 分，反向条目计 4~1 分，得分范围

是 0~60 分，照护行为越规范得分越高，反之得分

越低。该问卷的内容效度为 0.96，信度为 0.73。

1.4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和标准差（ sx ± ）表示，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

行 χ2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创口愈合时间的影响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研究共纳入 PI 患者 62 例，男性 39 人、女性

23 人，平均年龄（76.76±9.93）岁，平均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为（21.23±3.59）kg/m2。 

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P=0.430）、年龄（P=0.695）、

BMI（P=0.812）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创口愈合时间、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
度比较

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比较，试验组愈合时

间显著小于对照组（25.47±8.64 vs. 31.87±7.66，

P=0.006）；相较于对照组，出院 3 个月后，试验

组 生 活 质 量 评 分（76.58±2.14 vs. 67.32±2.54，

P ＜ 0.001）、护理满意度评分（86.81±9.18 vs. 

80.87±11.94，P=0.046）均显著提高，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特征 试验组（n=31） 对照组（n=31） χ2/t/Z值 P值

性别（n，%） 0.622 0.430

 男 21（67.74） 18（58.06）

 女 10（32.26） 13（41.94）

年龄（岁， sx ± ） 76.26±9.97 77.26±10.04 0.394 0.695

BMI（kg/m2， sx ± ） 21.37±3.33 21.12±3.89 0.238 0.812

PI分期（n，%） 0.319 0.750

 1期   9（29.03）   9（29.03）

 2期 15（48.39） 13（41.94）

 3期   7（22.58）   9（29.03）

表2  两组患者创口愈合时间、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比较（ sx ± ）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tients' wound healing time,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with care 

between two groups ( sx ± )
指标 试验组（n=31） 对照组（n=31） t值 P值

愈合时间 25.47±8.64 31.87±7.66 2.970 0.006

生活质量评分

 出院时 54.19±4.58 54.12±7.26 0.140 0.891

 出院3个月 76.58±2.14 67.32±2.54 15.640 ＜0.001

护理满意度

 出院时 81.32±10.09 82.77±11.58 0.533 0.598

 出院3个月 86.81±9.18 80.87±11.94 2.084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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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照护者知识和照护行为评分比较（ sx ± ）

Table 3. Comparison of caregiver knowledge and nursing behaviour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 sx ± )

指标 试验组（n=31） 对照组（n=31） t值 P值

照护者知识评分

 出院时 16.68±3.01 15.68±3.47 1.52 0.140

 出院3个月 21.13±2.95 17.10±3.12 5.48 ＜0.001

照护行为评分

 出院时 40.97±3.39 40.16±3.34 1.14 0.264

 出院3个月 53.11±3.49 45.10±5.21 7.96 ＜0.001

表4  创口愈合时间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ound healing time

因素
愈合时间

r值 P值

患者年龄 0.020 0.880

PI分期 0.691 ＜0.001

患者BMI -0.438 ＜0.001

照护者知识评分 -0.380 0.002

照护行为评分 -0.290 0.022

表5  创口愈合时间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und healing time

因素 B值 SE值 β值 t值 P值

PI分期 7.777 0.939 0.634 8.286 ＜0.001

患者BMI -0.716 0.182 -0.296 -3.933 ＜0.001

照护者知识评分 -0.420 0.188 -0.177 -2.234 0.029

照护行为评分 -0.31 0.111 -0.216 -2.787 0.007

2.3 照护者知识和照护行为评分比较
两 组 患 者 出 院 时， 照 护 者 知 识 评 分、 照 护

行 为 评 分 之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

出 院 3 月， 试 验 组 照 护 者 知 识（21.13±2.95 vs. 

17.10±3.12，P ＜ 0.001）、照护行为（53.11±3.49 

vs. 45.10±5.21，P ＜ 0.001）评分均显著提高，见表 3。

2.4 创口愈合时间相关性分析
患 者 PI 创 口 愈 合 时 间 与 PI 分 期 呈 正 相 关

（r=0.691，P ＜ 0.001），与患者 BMI（r=-0.438，

P ＜ 0.001）、 照 护 者 知 识 评 分（r=-0.380，

P=0.002）、照护行为评分（r=-0.290，P=0.022）

呈负相关，见表 4。

2.5 创口愈合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以创口愈合时间为因变量，PI 分期、患者

BMI、照护者知识评分、照护行为评分为自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 PI 分期（P ＜ 0.001）、患者 BMI（P ＜ 0.001）、

照 护 者 知 识 评 分（P=0.029）、 照 护 行 为 评 分

（P=0.007）均是愈合时间的影响因素，见表 5。

3 讨论

老年人健康状况差，易患多种慢性病。随着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照护压力日益增大，

居家护理需求迫切，延续性护理可作为解决途径

之一。延续性护理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医护人员的指

导和帮助，让患者在疾病康复过程中建立有效的自

我管理行为，提高自身疾病认知及护理能力 [7]。PI

是由压力或压力联合剪切力导致的皮肤和（或）

皮下组织的局部损伤，通常位于骨隆突处，也可

能与医疗器械或其他物体有关 [4]。老年人因衰弱、

慢性病、营养状况差、自理能力差、家庭照护不

当等因素成为 PI 的高发人群。PI 形成后，创口

易迁延不愈形成慢性创面，从而加重患者病情，

增加照护和经济负担。高海拔地区存在缺氧、低

温、干燥等自然因素，又因经济、医疗等社会因

素限制，影响患者创口愈合。目前，高海拔地区

对 PI 居家老年患者的延续性护理工作处于探索

阶段，相关研究较少，本文旨在将延续性护理理

念引入 PI 居家老年患者康复护理中并观察干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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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期为此类患者的综合治疗护理提供依据。

本研究纳入出院时仍存在 PI 的 62 名老年患

者，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宣教，试验组在此基础

上开展延续性护理。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PI

创口的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说明延续性护理能

够有效促进患者 PI 创口愈合，缩短愈合时间。

SF-36 被广泛应用于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可反

映患者对当前生活质量的感受。结果显示，出院

时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

预 3 个月后，试验组得分高于对照组，说明延续

性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主观感受，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从护理服务态度、内容、质量、专业能力

等维度对延续性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测评，可较

为全面地反映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程度。本研

究结果显示，出院时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 3 个月后，试验组得分高

于对照组，说明延续性护理可增强患者对护理工

作的认可，提高患者满意度，与佟泽根等 [8] 的研

究结果一致。

PI 患者的照护任务一般由其家庭成员承担，

照护者对 PI 知识和照护行为的理解、掌握程度及

实际应用水平，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本研究中，

延续性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患者及照护者

提供相关知识及照护行为的健康教育，并分析其

对患者康复的影响。通过应用周冬梅 [6] 设计的 PI

照护者知识问卷及行为问卷，对干预前后照护者

知识和行为得分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干预 3 个

月后，试验组知识和行为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

明经过延续性护理干预后，试验组照护者掌握了

更多的照护知识，能够提供更规范的照护行为，

可有效促进 PI 患者的康复，与叶华等 [9] 的研究

结果一致。研究还发现， PI 创口的愈合时间与

PI 分期呈正相关，说明 PI 分期越高，愈合时间

越长，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应做到对 PI 的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以缩短愈合时间。愈合时间与

患者 BMI 呈负相关，说明老年人 BMI 越低，创口

愈合时间越长，提示老年人应保持适宜的体重，

推荐老年人的 BMI 维持在 20~26.9 kg/m2 为宜，

有利于创口愈合 [10]。愈合时间与 PI 知识评分和

照护行为评分呈负相关，说明评分越低，愈合时

间越长，提示临床中应加强对患者及其照护者的

健康教育，帮助其掌握更多 PI 照护知识，促使照

护行为更加规范。加强对患者及照护者的健康教

育和创口管理，分析影响患者创口愈合的因素，

有助于培养患者及照护者良好的知信行模式，提

高家庭照护能力，有利于促进居家老年患者 PI 创

口愈合，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与张

彩虹、赖巧蓉、林名云等 [11-13] 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本研究比较了常规护理与延续性护理

应用于高海拔地区居家老年患者 PI 的效果，发现

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有助于缩短创口愈合时间，

促进患者康复，可为高海拔地区 PI 居家老年患者

的综合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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