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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为例! 探讨微信公众宣教平台在妇科微创病房中的应用及效

果! 结果显示结合平台进行健康宣教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显著提高! 指出该平台有利

于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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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不足! 护患比例不

协调! 护理质量受到影响+",

! 因此如何在现有人力

资源情况下更好地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尤为

重要' 微信公众平台集合图像. 文字. 声音和视频

等所有公众易接受的信息传播方式! 同时兼具沟通

互动的功能! 是扩大信息覆盖面与优化效果的重要

媒介+&,

' 从入院宣教. 药物宣教. 饮食宣教. 术后健

康指导. 康复指导. 出院宣教等多方面入手! 制定科

学. 全面. 系统的健康宣教内容发布于微信平台上!

探讨微信信息化管理交流平台在妇科微创病房行宫腔

镜下子宫内膜息肉电切的患者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

$#!"资料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 年 + 月*

&#"( 年 ( 月妇科微创病房行宫腔镜下子宫内膜息肉

电切的患者 &## 例! 将其随机分成 ,. M两组' 两

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一般自然情况

及宣教前对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等均无统计学

差异 $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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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组!护士在患者入院时. 子宫内膜息肉

切除前后进行常规健康宣教! 出院前进行常规出院

指导! 告知患者相关注意事项以及复查时间'

#"#"#%0组!在 ,组基础上结合微信公众平台进

行健康宣教' 由医护人员组织建立 (微妇一之家)

微信公众平台及交流群' 患者入院时! 接诊护士将

印有微信平台二维码的卡片发给患者或家属并帮助

其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确认其关注该微信公众平台

及加入微信交流群' 医护人员利用微信交流群实现

与患者一对一的消息回复' 患者可以随时提问! 护

理和医疗小组将针对个体问题及时进行答疑解惑! 实

现在线实时互动! 给予针对性指导! 护士指导患者进

一步阅读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健康宣教内容' 两组在健

康宣教内容上无统计学意义差异 $Gp#-#(%'

$#%"发布内容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内容时与病房主治医

师. 护师集体讨论. 分析后确定' 发布内容包括*

介绍治疗组长以上相关人员的专业特长' 将患者的

饮食. 用药. 心理. 康复等内容贯穿其中! 由医院

病房 (四师) 即健康教育心理指导师. 饮食营养指

导师. 用药指导师. 康复指导师图文并茂地详细讲

述' 护士再进行个体化的宣教措施! 帮助患者了解

和掌握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内容' 此外还包括新入院

须知. 病房联系电话. 术前常规检查和化验以及病

房环境. 住院制度. 预防意外制度. 出院患者应注

意问题等的详细介绍' 微信交流群由病房治疗组组

长. 主治医师. 护士长病房 (四师) 组成! 针对患

者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 对患者进行心

理疏导! 解决医疗. 护理问题'

$#&"评价指标

#"&"$%知识掌握程度!根据患者需要掌握的术

前. 术中及术后主要知识点设计调查问卷' 由病房

两名Y' 能级的护士在每日交接班后对当日规定的

宣教内容进行调查' 采用自制评分表对患者的疾病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和生活自理能力恢复等进行评

定' 此评分表共设 "# 个项目' 每个项目分为了解.

部分了解和不了解 . 个程度' 了解* 患者可掌握并

复述教育内容的 $#T以上& 部分了解* 患者可掌握

并复述教育内容 '"T e%/T& 不了解* 患者可掌握

并复述教育内容低于 '#T' 当患者回答了解计 &

分! 部分了解计 " 分! 不了解 # 分! 得分越高说明

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掌握和生活自理能力等越好'

问卷中对于患者回答不了解的项目需由该 Y' 能级

的护士再次进行宣教! 直至患者了解为止'

#"&"#%患者掌握健康教育内容的时间!为保证调

查结果的真实准确! 每名患者掌握健康教育内容的

情况由两名护士完成! 分别负责统计并记录患者掌

握术前. 术中. 术后注意事项所需的时间以及数据

的统计分析'

#"&"!%满意度调查!由科室护理人员采用医院护

理部设计的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完成问卷调查'

该调查表的设计严格遵循合理性. 一般性. 逻辑

性. 明确性. 非诱导性和便于整理分析原则'

#"&"&%患者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费用对比!准

确统计所有患者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住院时间

除整天外! 不足 "& 小时的以半天计算! 超过 "& 小

时且不足 &' 小时的以一整天计算' 住院费用严格

按照辽宁省物价标准和诊疗常规进行'

#"&"'%患者情绪评价!采用状态焦虑量表 $Q;9;7

,4]27;DV4A74;<:D! Q,V% 对患者的情绪进行评价'

Q,V是一种自我评价问卷! 量表中 (#T是描述负面

情绪的条目! (#T是正面情绪的条目' 通过 Q,V评

价患者出院当天和复诊当天 $术后第 % 天% 的焦虑

状态' Q,V共有 &# 个条目! 每条目分设 ' 个有序级

别! 分别计 " e' 分' 总分最低为 &# 分! 最高为 $#

分! 患者得分越高表明其焦虑的程度越严重'

$#'"统计学处理

采用 QZQQ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

量资料的两组数据对比采用 5检验! 计数资料的两

组数据对比采用c

& 检验! Gq#-#( 代表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Gq#-#" 代表具有显著差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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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健康宣教时间 '表!(

两组数据比较! Gq#-#(!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两组患者健康宣教的培训时间

组别 例数 平均个人耗时 $分钟%

,组 "## /-& r#-/

M组 "## +-' r#-(

%#$"患者健康宣教结果 '表$(

两组对比结果! c

&

f((-$/%! Gf#-###'

表$"两组患者掌握健康教育知识的程度

组别 例数 了解 部分了解 不了解

,组 "## '# (# "#

M组 "## /# "# #

%#%"患者对医护人员服务满意度 '表%(

两组对比结果! c

&

f"#-#"#! Gf#-##&'

表%"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组别 例数 患者满意度 $T%

,组 "## /#

M组 "## //

%#&"患者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费用对比 '表&(

两组对比结果! c

&

f"#-#"#! Gf#-##&'

表&"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平均住院费用

组别 平均住院日 平均住院费用

,组 '-$' /%##-&+

M组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分值比较 '表'(

表'"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分值比较

组别
Q,V

出院当天 复诊当天
5值 G值

,组 '"-(. r$-&" '#-## r+-.% #-'(" q#-+$#

M组 '&-%. r%-(+ .(-$% r+-#' &-#+' q#-#.+

5值 #-''"!!! &-#'+!! * *

G值 p#-++" q#-#'( !!! * !!! *

&"讨论

&#!"微信公众平台效果概述

在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信息化对于提高

管理水平. 促进内涵科学发展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信息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医院整体竞争力'

医院管理者以信息系统为支持! 及时. 准确. 全面

地掌握以质量. 效率. 效益为主的医院各类信息!

实施正确的决策+. *',

' 充分依托医院的信息化系统!

建立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宣传实践!

实施后信息发布快! 患者可及时与医护人员沟通'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 患者在入院时. 术前. 术后和

出院前只实行口头一对一健康宣教! 以灌输式教育

为主! 患者仅是被动接受! 不易掌握疾病相关知识

的要点' 另外此方法尚缺乏统一规范的健康宣教标

准' 不同护士宣教内容的差异易导致患者产生质

疑' 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健康宣教内容规范统一.

直观生动! 能充分调动患者学习积极性! 从而保证

健康宣教的有效性' 微信公众平台健康宣传模式使

护士在宣教时有章可循! 同时护士可掌握宣教节

奏! 互动宣教! 患者可随时主动提问! 有利于患者

全面掌握健康教育内容! 提高宣教效果'

&#$"提高护理工作效率

护士在为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有

效沟通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护

士采用口头教育! 患者学习效果欠佳' 此外由于护

士知识层面. 语言沟通能力. 讲解时机及患者需求

不同! 有时不能进行有效沟通' 护士工作忙! 健康

宣教重复次数多也是该方法的局限性+(,

' 微信是近

年来发展的一种新型通讯工具! 可通过网络即时传

递文字讯息. 档案. 语音和视频等' 微信公众平台

的使用更省时. 省力! 使护理工作更高效' 本研究

结果显示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健康宣教可极大提

高护士的工作效率. 满足感和积极性'

&#%"提高患者满意度

医疗行业属于服务行业! 服务对象是患者'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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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仅希望医院提供良好的医疗技术! 还希望可以

得到优质的人文服务++,

' 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对患者行为的干预' 为确保健康

宣教目标的实现! 必须经过科学的设计和周密的组

织实施' 只有通过全面分析. 制定针对性计划. 有

效干预. 准确评价才能确保健康教育效果+%,

' 目前

国内各医疗机构进行的患者健康宣教多采用语言交

流为主' 这种方法易受护士的交流技巧. 患者情

绪. 周围环境的限制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有效的

健康宣教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 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 促进早日康复+$,

' 国内学者研究发

现在社交模式上微信可促进沟通双方的关系更亲

近+/,

' 与传统的媒介沟通方式相比更灵活. 智能且

节省资费! 是一种人性化服务模式! 是优质服务理

念的延伸+"#,

! 有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

&#&"有助于患者术后焦虑状态的心理调适

传统护理观念认为患者的护理只限于住院患

者! 当患者出院后护理服务即行终止' 虽然患者的

大部分健康问题已在住院期间治愈! 但很多患者回

家后仍出现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 因此出院后的患

者仍有较高的护理需求+"",

' 传统的患者健康宣教时

间短! 内容缺乏系统针对性! 较少使用图文并茂方

式进行指导' 这种方法未重视手术患者术后的心理

护理需求! 无持续的咨询跟进! 患者出院后如发生

病情变化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有研究显示出院患者

可因回家后发生不良事件而再次入院+"&,

' 对出院后

的患者进行延伸护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医护人员

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对出院患者进行交流. 指导和

答疑! 最大限度地降低出院患者可能发生的风

险+(!".,

' 采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健康宣教是一种新

型的患者健康教育模式! 帮助医护人员随时与患者

沟通! 及时发现并解决患者问题! 符合现代社会公

众对医疗的需求+"',

'

'"结语

!!本研究主要通过多年积累的健康教育工作经验

并结合信息化管理! 逐步尝试如何通过提高健康宣

教质量进而改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 研究中仍存在

样本量不足. 方法需继续完善等不足之处! 下一步

将进一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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