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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微信干预对急诊科肌肉骨骼损伤患者心境&应对方式及满意度的效果%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就诊的
-)

例肌肉骨骼损伤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

例%对照组给予急诊科常

规引导&健康宣教及电话随访#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引导&宣教的基础上!由急诊信息化研究小组通过微信推送肌肉骨骼损伤相关

信息!通过网络通信进行个性化指导&回答患者疑问%干预
$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心境&应对方式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

干预
$

周

后!干预组简明心境量表)"

0$&FFG/&0%

$分*&

H@"

M

D,

患者满意度量表)"

/'&0FG/&%-

$分*得分均低于对照组的"

0)&$'G(&'-

$&

"

(0&F/G(&0(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干预组干预后面对应对&回避应对&屈服应对均有明显改变"

!

#

%&%F

$%结论
!

运用微信干预能够改善急诊科肌肉骨骼损伤患者心境及医疗应对方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

!

肌肉骨骼损伤#情绪#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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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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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R

&主要表现为

疼痛*活动受限#是累及人体骨关节和肌肉系统的一类损伤'

$

(

#

最常见的受伤部位为体表及软组织#

4JR

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

因'

1

(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性损伤事件#患者常处于焦虑*担忧

等不良情绪之中'

'

(

%对急救流程和疾病知识的信息缺乏#可能

导致急诊患者有效应对不足#甚至埋下医患冲突隐患'

0

(

#影响

患者就诊满意度)近年来#随着移动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国内

外研究开始使用手机软件作为一种干预手段且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作为国内常用的通讯工具#微信兼顾信息传播*实时通

讯等功能#本研究尝试建立急诊微信公众号#以探讨微信对于

急诊
4JR

患者心境*应对方式及满意度的效果及可行性#现报

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某三级甲

等医院急诊科就诊的
4JR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急

性骨折*肌肉*软组织损伤者%$

1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病

情许可%$

0

&使用微信并能够接受医护人员通过微信发布信息#

定期随访%$

F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

$

&合

并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

1

&意识不清#存在认知障碍%$

'

&不能

配合#主动退出)依据
V>@?S"

M

'

F

(推荐的两组比较最小样本量

为每组
'%

!

0%

例#同时考虑
$%X

的失访率#最终确定样本量

为
-)

例)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

例)在院

$0)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1%$0

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01$%1'$%'0/

&%

1%$F

年度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1%$F%0%%0

&)

!

作者简介$李

翔$

$((1U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急危重症护理*护理管理研究)

!

$

!

通信作者#

[.CD#B

!

S:D,

M

E>#

;

#,

M

$$/

%

$1)&K"C

)



期间患者均接受急诊科医护人员常规指引及健康宣教#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F

&#具有可比性)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岁&

性别

$男"女&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创伤指数

对照组
'/ 01&F'G$'&00 1$

"

$- $F 1' F&%FG%&1'

干预组
'/ 0$&F%G$0&F' 11

"

$) $) 11 F&$$G%&'$

(

"

!

1

%&'1% %&11/ %&1'% U%&/00

! %&-F% %&)FF %&/$/ %&0%1

A&B

!

方法

A&B&A

!

干预组
!

由
1

名急诊科医生*

'

名急诊科护士*

$

名急

危重症护理学研究生组成急诊信息化研究小组#建立微信公众

号)患者急诊入院后#在不影响疾病救治的基础上#由统一培

训过的研究者指导患者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并对各项功能

及具体使用方法解释说明#指导其使用该应用进行阅读及通

信)微信公众号包括急诊流程*常见疾病*联络服务
'

个常规

模块)$

$

&急诊流程模块!急诊科就诊流程*急诊检验流程*急

诊患者注射流程*急诊抢救室就诊流程*各单位具体方位及办

理方式等%$

1

&常见疾病模块!急性
4JR

患者常见症状*相应诊

疗措施等%$

'

&联络服务模块!急诊科医护人员简介*个性化健

康宣教及指导*回答患者疑问*意见反馈等)从患者入院第
$

天开始#急诊信息化研究小组每天通过微信向患者推送
4JR

相关内容)主题包括!什么是
4JR

$第
$

天&%

4JR

的诊断与治

疗$第
1

天&%肌肉骨骼功能评定方法及具体使用$第
'

天&%常

见
4JR

的康复及预防$第
0

天&%

4JR

患者院内*院外$出院或

转科&健康宣教及联系医生的时机*方式$第
F

天&)

A&B&B

!

对照组
!

急诊科入院常规引导#由主管医师和责任护

士提供相关知识及专业指导)出院$或转科&时健康宣教并告

知注意事项!活动*饮食*药物剂量*复诊时间等#解答患者及家

属疾病相关问题)电话随访)

A&B&C

!

评价指标
!

$

$

&简明心境量表$

=̂̀ 4J

&!该量表由
4K

8D#@

等编制#迟松等进行简化修订#用于测量个体心境*情绪

和情感状态)通过
'%

个形容词由患者自评心理状态#包括迷

惑
.

混乱$

5

&*紧张
.

焦虑$

<

&*抑郁
.

沮丧$

Z

&*愤怒
.

敌意$

9

&*精

力
.

活力$

W

&*疲劳
.

迟钝$

6

&共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采用

Y#T>@?F

级评分法#各条目评分
%

!

0

分)其中精力
.

活力$

W

&

维度中的所有项目和迷惑
.

混乱$

5

&维度中的项目需反向计分)

量表总分为
'%

个条目总分之和#总分越高#情绪越差)该量表

5@",ADK:\+

$

系数为
%&(1/

)$

1

&医学应对问卷$

454l

&!该问

卷由
6>#P>B

等编制#国内沈晓红等'

)

(进行汉化)共
1%

个条目#

包括面对$

/

个&*回避$

-

个&屈服$

F

个&

'

种应对策略评分#各

维度得分越高#说明患者倾向于使用该应对方式#采用
Y#T>@?

0

级评分法#总分
1%

!

/%

分)量表的
'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
5@",ADK:\+

$

系数分别为
%&)(

*

%&)%

和
%&-)

#可应用于患

者的心理应激临床研究)$

'

&中文版
H@"

M

D,

患者满意度量表

$

H=Jl.5W

&!该量表由
H@"

M

D,

等'

-

(编制#柴黄洋子等'

/

(进行

汉化及跨文化调试)该量表包括医患关系$

$0

个&*医疗服务

$

$F

个&*非医疗服务$

$$

个&

'

个维度)共
0%

个条目#采用

Y#T>@?F

级评分法#总分
0%

!

1%%

分#得分越高#患者满意度越

低)该量表
5@",ADK:\+

$

系数为
%&(0

#重测信度为
%&(F

)

A&B&D

!

资料收集
!

在患者入院期间收集一般资料及手机号

码)急诊科入院当天收集患者的个体心境及应对方式情况)

干预
$

周后#分别收集两组研究对象的个体心境*医学应对及

满意度情况)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J=JJ1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GG9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和配对样本
(

检验#以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 4J

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入院时

=̂̀ 4J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10$

#

!a%&/$%

&)

干预
$

周后#干预组患者
=̂̀ 4J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1&10'

#

!a%&%1/

&)见表
1

)

表
1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 4J

评分比较%

GG9

&

组别
&

入院时 干预
$

周后
( !

对照组
'/ 0-&))G(&)F 0)&$'G(&'- 0&)/$

#

%&%$

干预组
'/ 0-&$'G(&') 0$&FFG/&0% (&/-1

#

%&%$

( %&10$ 1&10'

! %&/$% %&%1/

B&B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454l

评分比较
!

入院时两组患者

面对*回避*屈服应对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F

&)

干预组干预
$

周后面对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入院时#回避*屈服

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对

照组干预前后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F

&)

见表
'

*

0

)

表
'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454l

评分比较%

GG9

&

项目
对照组$

&a'/

&

入院时 干预
$

周后
( !

干预组$

&a'/

&

入院时 干预
$

周后
( !

面对
$(&%FG'&-F $/&-)G0&-( %&(0/ %&'0( $(&$/G0&0- 1%&-(G'&-0 U(&//(

#

%&%$

回避
$0&'1G'&(- $0&'-G'&F0 U%&%(( %&(11 $0&'(G'&)( $1&-0G'&'( 0&%1F

#

%&%$

屈服
(&%%G'&1F (&1(G'&'( U$&$-1 %&10( /&F%G1&/( )&-$G'&FF 1&)%' %&%$'

B&C

!

干预后两组患者
H=Jl.5W

评分比较
!

干预
$

周后#干 预组各维度及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F

&)见表
F

)

表
0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
454l

评分差值比较%

GG9

&

组别
&

面对 回避 屈服

对照组
'/ U%&01G1&-0 %&%FG'&1- %&1(G$&F1

干预组
'/ $&-0G$&%/ U$&))G1&F0 U$&-(G0&10

( U0&F$( 1&F0) 1&/0)

!

#

%&%$ %&%$' %&%%)

表
F

!!

干预后两组患者
H=Jl.5W

评分比较%

GG9

&

项目 对照组$

&a'/

& 干预组$

&a'/

&

( !

医患关系
'0&F%G)&0/ '$&'(GF&'% '&'$/ %&%%1

医疗服务
'-&/(GF&-1 '1&-)GF&F1 '&/%% %&%%$

非医疗服务
11&$/GF&1' $(&1(G0&F1 )&)$$

#

%&%$

总分
(0&F/G(&0( /'&0FG/&%- $$&-/F

#

%&%$

C

!

讨
!!

论

1%$1

年+互联网
I

,概念提出#到
1%$F

年国家将其应用推

向战略高度'

(

(

#推动传统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与互联网的跨界融

合#既是政府的目标#也是医疗机构的职责所在'

$%

(

)手机是移

动信息的重要载体#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帮助患者进行医疗服务

及健康管理#是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医疗机构有

必要推动信息化建设#向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和经济

的医疗服务)

C&A

!

微信干预对急诊科
4JR

患者心境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

显示#干预前两组患者
=̂̀ 4J

评分得分较高的两个维度分别

为!紧张
.

焦虑$

$1&0'G0&%$

&分和迷惑
.

混乱$

$%&%-G'&'$

&

分#这与
5:"L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
$

周微信干预#干

预组患者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

%&%F

&#且低于干预前$

!

#

%&%F

&#由此可见微信对
4JR

患者心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分析原因可能为!$

$

&急诊科
4JR

患者多起病较急#面对

始料未及的疼痛*康复甚至残缺#以及对急救流程*疾病知识的

信息缺乏#常有焦虑*紧张*恐慌等不良情绪反应'

$1

(

)$

1

&急诊

微信公众号的应用为
4JR

患者提供了急救流程*疾病知识的

有效获取途径#定期的信息推送对患者的
4JR

疾病相关知识

进行了巩固加深#实时便捷的通讯使心理疏导和健康宣教持续

跟随患者)

C&B

!

微信干预对急诊科
4JR

患者应对方式的影响
!

医学应

对作为心理应激的重要调节变量#能明显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

$'

(

)

[#+>,B":@.4"LB

等'

$0

(研究证明#面对应对方式可有效

降低患者情感压力#对患者的症状耐受及心理健康均存在积极

影响)通过
$

周微信干预后#干预组面对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入

院时#回避*屈服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说明干预后患者更倾向于使用面对的积极应对

方式#倾向采取回避*屈服应对方式的患者减少)究其原因可

能为!$

$

&入院时相关信息不足#同时
4JR

患者机体活动受限#

对疾病恐惧感增强#不愿或不敢面对疾病#因此部分患者倾向

采取回避*屈服应对)$

1

&原志芳等'

$F

(认为社会支持是医学应

对和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机制#即较高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患

者对于负性事件的应对能力#对患者生活质量起到改善作用)

本研究中#微信干预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其基本模块及定期推

送能够使患者正确认识*了解疾病状态#并帮助患者尽快适应*

积极面对损伤事件#有效地降低了疾病不确定感及恐惧感)微

信干预不仅有利于改善
4JR

患者的疾病应对方式#对其健康

身心状态的维持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C&C

!

微信干预对急诊科
4JR

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

患者满意

是对医院的最高评价#也是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准则和标

志'

$)

(

)

=>KT

'

$-

(认为医患互动是提高满意度的好方法#

d#,+.

CD,

等'

$/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患者满意程度与其通过医护人员

获得的信息多寡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微信干预
$

周后干预

组
4JR

患者对医患关系*医疗服务及非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其原因可能为!

$

$

&微信作为医护人员与患者直接沟通的信息化平台#向患者

提供了便利有效的沟通途径#形成了较良好的医患沟通文化%

$

1

&通过向患者提供内容丰富*易于获得的医学信息及心理疏

导#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内在潜能#提高了患者依从

性#对治疗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进而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

的支持与尊重)

与传统急诊科常规引导*健康宣教相比#微信干预具有简

便易行*受众较广的特点#容易被患者接受和理解)在本研究

中#微信干预满足了
4JR

患者多元*系统*连续的急诊信息需

求#并通过实时通讯技术将患者心理疏导及健康教育指导贯穿

于整个就诊活动#对患者的心境*应对方式及满意度均起到了

一定改善作用)微信干预作为一种信息化干预手段#能够在医

疗卫生服务领域进一步应用推广)本研究由于条件所限#个体

化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成本较大#如果能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智能

平台的建立#将是对现有患者健康教育模式的良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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