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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慢性病防治的全科医疗模式和效果分析

赵永成*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广元��628000

摘�要：目的：分析社区慢性病防治中全科医疗模式的效果。方法：随机选取����年��月－����年��月��例社区慢

性病患者，按不同分布范围分为观察组与参照组，每组各��例。参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观察组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

用全科医疗模式。结果：两组患者基本状况比较。观察组血糖达标率、血压达标率、居民建档率、知识掌握率及慢性病

登记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

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结论：全科医疗模式可明显降低患者安全风险指数>��，能明

显控制慢性病患者病情的进展，降低疾病发病率，减少医疗费用支出，患者满意程度较高，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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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病是一种具有顽固性、隐匿性、长期性、综合性、复杂性等特点的全身性疾病，其病因从宏观角度看，常与

自然社会环境、个人因素、遗传因素等有关，而临床大部分的慢性病根源主要是吸烟、饮酒、久坐、饮食不规律等不

良生活习惯。社区系统管理治疗模式，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可以通过社区的主动引导，实现慢性病健

康宣教、患者治疗、自我管理、健康指导、药物管理、家庭护理等工作的有效协调>��，最大限度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

性，确保各项护理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对社区慢性病科学的管理不仅仅是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全科医疗服务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而且还是社区卫生经济学的核心影响因素。对社区慢性病管理进行深入优化，可以在全面维护社区居民

的健康的基础上，有效降低医疗费用，完成卫生资源的高效整合。

1��资料与方法

随机选取����年��月－����年��月��例社区慢性病患者，按不同分布范围分为观察组与参照组，每组各��例。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主要囊括创建患者的个人档案，并将用药知识进行讲解，引导患者养成正确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习惯，定期进行跟踪随访>��，提醒其及时复查等。

观察组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全科医疗模式。

（�）全科医疗模式小组的创建：对组内成员进行全面性培训，进而明确全科医疗的内容、内涵及意义，应全面掌

握全科医疗的具体技能和方法>��，进而可全面测评社区人员的健康情况。

（�）工作人员需深入社区：社区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档案信息，在慢性病防治工作中随时对患者进行随访和诊治，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针对性和工作效率。同时，社区医护人员会与患者及患者家属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医护人员会通

过定期随访等方式，随时了解患者的疾病信息，并了解患者的医嘱依从情况。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医护人员要注意自

身语言的合理运用，要尽量避免生涩难懂的专业测绘>��，要优先选择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提高患者对慢性病的认识，

帮助患者深刻理解和掌握慢性病的防治要点和一般原则。

（�）护理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的实际性格特征，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案，试着了解其生活的环境和工作背景，

从而进一步掌握其所面对的具体心理困境，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进而有效消除其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对疾病

康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区要定期开展健康座谈会，组织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围绕慢性病的防治进行知识讨论，并为医护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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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提供良好平台>��。考虑到慢性病的病程普遍较长，在一般情况下，社区医护人员要每周对患者进行复诊，如患者出

现突发情况，或社区内出现急性发作期患者，社区医护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社区居民建档率、知识掌握率、血糖和血压达标率及慢性病登记率，并对医疗支出和疾病知晓情况

进行详细调查。（�）对比两组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采用社区自拟的满意度调查表完成，满分���分，共��

项问题，�����分为十分满意>��，��a��分为满意，�����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十分满意�满意）�总例数����%。

2��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状况比较

观察组血糖达标率、血压达标率、居民建档率、知识掌握率及慢性病登记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表1��两组患者基本状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血糖达标率 血压达标率 居民建档率 知识掌握率 慢性病登记率

观察组 �� ��（�����） ��（�����） ��（������） ��（������） �（�����）

参照组 �� ��（�����） ��（�����） ��（�����） ��（�����） �（����）

χ� ����� ������ ������ ������ �������

�值 ����� ������ ������ ������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 �� �� � ����

参照组 �� � �� �� ����

χ�值 �����

�值 �����

3��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以及年龄的增长，慢性疾病的发病人数有所升高，而且发病率以及死亡率也逐渐上升。

慢性疾病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这类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

康，使患者的生活质量逐渐下降。在慢性病严峻形势下，疾病防控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根据慢性疾病发展现状，相关

部门将提升慢性病在预防工作中的地位纳入管理政策中，为制订慢性病防控措施及计划、采取各种干预措施、减轻慢

性病危险因素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有效提升慢性病预防效果。

慢性病防治是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领域中的重要专业，是将慢性病病因、预防策略与促进人群健康的模式联系起

来。慢性病的筛查和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提升基层能力是慢性病管理的基本保障。在慢性病防治工作的过程中，应注

意提升居民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与健康意识，加强基层人才培养，完善基础设施，增加防控经费投入。

区卫生服务还会通过与患者家属的合作，提高卫生服务的精准度，并进一步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对于提高患者

满意度，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良好的社区卫生服务可有效控制慢性病进展，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患者死亡

率，同时可提高患者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值得大力推广和普及。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全科医疗模式可明显降低患者安全风险指数，能明显控制慢性病患者病情的进展，降低疾病发病率，

减少医疗费用支出，患者满意程度较高，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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