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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对银屑病患者治疗依从性

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胡春红，高庆洁，徐  雪
（淄博市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山东  淄博  255400）

[摘  要]目的  探讨在银屑病患者中应用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对其治疗依从性、自我管理

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3年1月-2024年6月本院收治的88例银屑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不

同分为常规组和探究组，每组44例。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探究组采用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

护理模式，比较两组皮损程度、治疗依从性、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探究组护

理后皮损程度评分低于常规组（P＜0.05）；探究组护理后治疗依从性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探

究组护理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探究组护理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低于常规组

（P＜0.05）；探究组护理满意度为100.00%，高于常规组的86.36%（P＜0.05）。结论  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

化延续护理模式在银屑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确切，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皮损情况，提高其生活质量，

还能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且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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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formatiz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Based on Goal Attainment Theory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HU Chunhong, GAO Qingjie, XU Xue

(PKUCare Luzhong Hospital, Zibo 2554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formatiz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based on goal attainment theory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group and explor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with 4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exploration group was given informatiz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based on goal attainment theory. The skin lesion degree, treatment complianc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 of skin lesion degree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exploration group was 100.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86.36%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based on goal attainment theory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is accurate,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skin les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but also enhanc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Meanwhile, patients are more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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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ursing servic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Psoriasis; Goal attainment theory; Informatization continuous nurs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银屑病（psoriasis）是一种慢性、复发性、

炎症性皮肤病，其典型表现为红斑、鳞屑覆盖的

皮损，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1]。流行病学数

据显示[2]，银屑病的全球患病率约为1%~3%，且

呈逐年上升趋势，该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

痛苦，还对其社交、心理及生活质量造成深远

影响。因此，探索有效的护理模式，对于提升

银屑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与治疗依从性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护

理理念的更新，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

理模式逐渐在银屑病护理领域得到应用。该模

式强调以患者为中心，通过设定明确的护理目

标，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护理服务的连续性和

个性化，旨在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提高

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生活质量[3]。在银屑病护

理中，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通

过远程监控、智能提醒、健康教育等方式，为

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护理支持[4]。本研

究旨在探讨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

式在银屑病患者自我管理与治疗依从性改善中

的应用效果，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护理模式的效

果，以期为银屑病的护理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法，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2024年6月淄博

市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收治的88例银屑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组和探

究组，每组44例。常规组男21例，女23例；年

龄37~68岁，平均年龄（49.37±3.57）岁；病

程7~18个月，平均病程（12.46±2.30）个月。

探究组男19例，女25例；年龄36~69岁，平均年

龄（49.78±3.38）岁；病程6~18个月，平均病程

（12.69±2.13）个月。两组性别、年龄及病程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比。

本研究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经皮肤科确诊

为银屑病患者[5]；年龄18~70岁；病程≥6个月；

能够使用智能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接收信息化护

理服务；无其他严重疾病影响护理效果评估，如

恶性肿瘤、心肾功能障碍等；既往未参与过类似

护理模式的研究。排除标准：首次发病的银屑病

患者；合并其他严重皮肤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

妊 娠 或 哺 乳 期 妇 女 ； 存 在 认 知 障 碍 或 精 神 疾

病，无法完成护理评估；对研究使用的任何护

理方法或设备有过敏史；预期生存时间少于6个

月；无法完成研究随访。

1.3  方法

1.3.1常规组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患者入院后，

由责任护士进行常规的健康教育，内容涵盖银屑

病的基础知识、治疗方法、常见并发症及预防措

施等；根据医嘱，定时为患者发放药物，并口头

告知其用药方法、剂量及注意事项，确保患者正

确用药；定期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

血压、心率等，以及皮损的变化情况，记录于护

理记录单上；为患者提供基础的皮肤护理，如清

洁、保湿等，指导患者避免刺激性物质接触皮

肤；根据医院规定，安排患者定期复查，以评估

治疗效果及病情变化；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鼓

励其积极面对疾病，配合治疗与护理。护理随访

2个月。

1.3.2探究组  采用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

理模式：①设立明确目标：根据银屑病患者的皮

损程度、生活质量、心理状态等多维度信息，设

立个性化的护理目标；例如，为皮损严重的患者

设定短期内减轻皮损面积和厚度的目标，为长期

管理的患者设定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复发的目

标；目标设定需与患者充分沟通，确保其理解和

接受，并共同制定达成目标的详细计划和时间

表；②信息化平台构建与操作：为银屑病患者构

建基于微信群、钉钉群等即时通讯工具的信息化

管理平台；在平台上，护理人员定期发布关于银

屑病的最新研究、治疗方法、护理技巧等专业资

讯，帮助患者及时了解疾病动态，提升自我管理

能力；同时，患者也可以随时查阅平台上的疾病

知识库，该库涵盖了银屑病的基础知识、用药指

导、饮食建议等多个模块，内容全面且权威；并

且，护理人员还会定期在群内开展线上讲座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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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活动，通过生动的案例和详细的讲解，帮助患

者掌握正确的护理方法；例如，针对皮损护理这

一关键环节，护理人员会分享专业的护理视频和

图文教程，指导患者如何正确清洁、保湿皮肤，

以及如何处理皮损部位；此外，平台还具备智

能提醒功能，可以根据患者的用药计划和护理

需求，自动发送用药提醒、护理提示等信息，

确保患者能够按时执行护理计划，提高治疗依

从性；③智能监测与反馈机制：利用智能设备

（如智能手环、皮肤监测仪）实时监测患者的

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和皮损变化（如面

积、厚度）；数据自动上传至平台，系统根据

预设算法分析数据，生成个性化的护理建议，

例如，当系统检测到患者的皮损面积扩大或厚

度增加时，会自动触发预警机制，并生成调整

用药剂量、增加保湿频率等护理建议；反馈机

制包括自动短信提醒、APP推送通知等，确保

患者及时获取并执行护理建议；④定期随访与

评估流程：设立固定的随访时间表，如每周1次

电话随访，每月1次视频通话随访；随访内容包

括患者皮损情况、用药依从性、生活质量等，

通过标准化问卷和量表进行评估；根据随访结

果，及时调整护理计划，如增加心理支持、调

整治疗方案等；⑤心理支持与干预策略：平台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患者

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干预；定期组织线上

或线下的患者交流会，分享治疗经验、情感支

持，增强患者的信心和支持网络；如为患者提

供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心理调适技巧，帮助

其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⑥家属参与与

培训方案：鼓励患者家属参与护理过程，提供

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如疾病知识讲解、护理技

巧演示等；家属可通过平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

护理进展，协助患者进行自我管理和监督，如

提醒患者用药、观察皮损变化等；为家属提供心

理支持，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共同应

对疾病带来的挑战。护理随访2个月。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皮损程度  护理前后应用银屑病面

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评估，从皮损面积

（0~60分）、皮损严重程度（0~12分）2个方面评

分，总分范围为0~72分，分数越高表示病变范围

越大、皮损程度越重。

1.4.2调查两组治疗依从性  护理前后应用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MMAS-8）调查，包含8个问

题，涵盖记忆、态度、信念、经济因素和外部环

境等多个维度，总分范围为0~8分，评分越高表示

用药依从性越高。

1.4.3评估两组自我管理能力  护理前后应用自我健

康管理能力量表（ESCA）评估，包括健康知识、

自我效能、健康行为、环境因素、社会支持5个维

度，总分范围为0~20分，评分越高表示自我健康

管理能力越强。

1.4.4评估两组生活质量  应用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

量表（DLQI）评估，包括症状负担、心理状态、

社会交往、家庭生活、治疗问题5个维度，各维度

分值0~6分，得分越高表示皮肤病对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越大。

1.4.5调查两组护理满意度  应用自制护理满意度

评定量表调查，包括非常满意（90~100分）、

满意（70~89分）、一般（44~69分）、不满意

（＜44分）4个等级。满意度=非常满意率+满

意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 2检验；

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P＜0.05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皮损程度比较  探究组护理后皮损程度评

分低于常规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探究组护理后治疗依从

性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见表2。

2.3  两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探究组护理后自我管

理能力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见表3。

2.4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探究组护理后生活质量各

项评分均低于常规组（P＜0.05），见表4。

2.5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探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

常规组（P＜0.05），见表5。

表 1  两组皮损程度比较（ ，分）

组别

探究组

常规组

t

P

护理前

47.75±5.18

46.33±6.29

1.156

0.251

护理后

21.36±2.28a

32.41±3.13a

18.928

0.000

n

44

44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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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银屑病作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病，其

护理模式经历了从传统护理向现代综合护理的转

变。传统护理主要关注患者的皮肤症状，如皮损

的清洁、保湿和外用药物治疗等。然而，随着医

学模式的转变和护理理念的更新，银屑病的护理

逐渐从单一的皮肤症状管理扩展到全面的身心管

理。现代综合护理强调个体化、连续性和综合性

的护理服务，旨在通过多学科协作，提供包括皮

肤护理、心理支持、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指导等

在内的全方位护理，以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生

活质量、减少复发[6]。在此背景下，基于达标理

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

式，该模式融合了达标理论、信息化技术和延续

护理的理念[7]。

本研究结果显示，探究组护理后皮损程度评

分低于常规组（P ＜0.05），提示基于达标理论

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在银屑病患者皮损控制方

面的有效性确切。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

理模式通过设立明确的护理目标，如皮损面积的

缩小、皮损厚度的减轻等，并利用信息化手段进

行持续监测和反馈，确保了患者能够按照预定的

护理计划进行自我管理[8]。与传统的常规护理相

比，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更加注重护理的连续性

表 4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分）

探究组

常规组

t

P

44

44

护理前

5.47±0.12

5.51±0.10

1.699

0.093

护理前

5.52±0.15

5.48±0.18

1.132

0.261

护理前

5.39±0.14

5.43±0.11

1.490

0.140

护理后

1.67±0.12a

2.38±0.23a

18.154

0.000

护理后

1.72±0.21a

2.42±0.15a

17.992

0.000

护理后

1.82±0.15a

2.45±0.17a

18.433

0.000

 组别       n
     症状负担                                  心理状态                社会交往

探究组

常规组

t

P

护理前

5.66±0.20

5.70±0.17

1.011

0.315

护理前

5.47±0.33

5.51±0.30

0.595

0.553

护理后

1.49±0.26a

2.31±0.30a

13.701

0.000

护理后

1.49±0.26a

2.63±0.37a

16.722

0.000

 组别                   
                     家庭生活                                      治疗问题

     注：* 与常规组比较，χ2=4.472，P=0.034。

表 5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探究组

常规组

n

44

44

满意

16（36.36）

17（38.64）

一般

0

6（13.64）

非常满意

28（63.64）

21（47.73）

不满意

0

0

满意度

44（100.00）*

38（86.36）

表 2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分）

组别

探究组

常规组

t

P

护理前

2.36±0.31

2.40±0.27

0.645

0.520

护理后

6.88±1.12a

4.69±0.30a

12.529

0.000

n

44

44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表 3  两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分）

组别

探究组

常规组

t

P

护理前

8.73±1.11

8.59±1.34

0.534

0.595

护理后

16.58±2.10a

14.49±2.23a

4.526

0.000

n

44

44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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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性化，能够及时调整护理方案以应对患者的

病情变化。这种动态、灵活的护理方式有助于更

精准地控制皮损进展，从而有效降低皮损程度评

分[9]。探究组护理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低于常

规组（P＜0.05），反映了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

延续护理模式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积极作

用。该模式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还重视患

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10]。通过提供定制化的

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社交互动等功能，信息化

延续护理模式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提

高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11]。此外，该模式还鼓励患者家属参与护理过

程，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照顾，进一步增强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探究组护理后治疗依从性、

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 ＜0.05），

这得益于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在

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基于达

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通过设立明确的护

理目标和计划，引导患者积极参与护理过程，提

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12]。同时，通过提供个性

化的健康教育、用药指导和病情监测等功能，信

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自身病

情，掌握自我护理技巧，从而提高了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13]。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有助

于激发患者的内在动力，促进患者主动参与疾病

管理，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此

外，探究组护理满意度为100.00%，高于常规组的

86.36%（P＜0.05），也进一步验证了基于达标理

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模式在提升患者满意度方面

的有效性。该模式通过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护

理服务，满足了患者的多元化需求，提高了患者

的护理体验和满意度[14]。此外，信息化延续护理

模式还通过定期随访和评估，及时收集患者的反

馈和建议，不断优化护理方案和服务流程，从而

进一步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15]。

综上所述，基于达标理论的信息化延续护理

模式在银屑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确切，不仅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的皮损情况，提高其生活质量，还

能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且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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