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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慢性伤口愈合患者接受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的具体措施以及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

收集2021年1月~2023年1月接诊的慢性伤口愈合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形式将其分组，

一组应用临床常规护理干预，共40例为对照组，另一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之上接受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

随访，共40例为研究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差异性。结果：接受8周不同护理干预措施之后，研

究组患者伤口愈合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患者伤口换药次

数、愈合时间以及两次换药间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患

者中出现不良事件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临床中为慢性伤

口愈合患者提供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能够促进伤口愈合效果，减少不良事件出现风险，帮助患者

及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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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ontinuous care combined 
with WeChat follow-u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 healing.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of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 healing who were treated between January 2021 and January 
2023 was conducted as the study population. Random allocation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 = 40) receiving conventional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n = 40) receiving continuous care combined with WeChat follow-up on the basis of rou-
tine care.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8 weeks, the study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wound 
healing outcom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study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wound dressing change frequency, shorter healing time, and shorter 
interval between dressing chang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study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continuous care combined with 
WeChat follow-up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 heal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can promote wound 
healing, reduce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nd help patients achieve early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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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伤口愈合是临床上常见的难题之一，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康复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慢性伤口

的治疗需要长期的护理和监测，以确保伤口能够有效愈合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1]。然而，传统的临床常

规护理往往无法满足患者长期护理的需求，因此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护理模式来改善慢性伤口愈合患者的

护理效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结

合微信平台的延续性护理模式，提供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持续性沟通和护理指导，被认为是一种创新

且可行的方式来改善慢性伤口患者的护理效果。该模式通过利用微信平台的即时通讯、语音、图片和视

频等功能，使患者能够及时与医护人员交流、咨询和接受护理指导，从而提高护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2]。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慢性伤口愈合患者接受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的具体措施以及应用效果，为了达

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了回顾性研究设计，收集了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接诊的慢性伤口愈合

患者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临床常规护理干预作为对照组，另一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之上接受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作为研究组，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在护理效果、伤口换

药次数、愈合时间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方面的差异，评估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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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接诊的慢性伤口愈合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形式

将其分组，一组应用临床常规护理干预，共 40 例为对照组，另一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之上接受延续性护理

联合微信随访，共 40 例为研究组；对照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区间 35~75 岁，均值 54.5 ± 5.6 岁，

伤口面积平均 21.31 ± 10.26 cm2；研究组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区间 36~77 岁，均值 54.4 ± 5.7 岁，伤

口面积平均 21.33 ± 10.29 cm2；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 > 0.05)，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患者和家属知情并且同意本次研究。排除标准：意识与

精神障碍，凝血功能异常，依从性差，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 

2.2. 方法 

对照组应用临床常规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的伤口在换药前进行适当的清洁和消毒，使用无菌生理

盐水或适当稀释的抗菌溶液轻柔冲洗伤口，去除伤口表面的污垢和分泌物，并避免对周围健康皮肤的损

伤。根据伤口情况和医生的建议进行规定的换药频率，换药时，护士或医生使用无菌手套和器械，先将

旧的敷料移除，然后用无菌纱布或敷料进行伤口覆盖，以保护伤口免受外界污染[3]。根据伤口的特点和

需要，对照组患者使用适当的敷料进行伤口覆盖，常见的敷料包括无菌纱布、透明敷料、胶带等，根据

伤口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敷料类型，以促进伤口愈合和保持湿润环境。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药物治疗，例

如，可能会应用抗生素药物来预防或治疗感染，或者使用促进伤口愈合的药物如局部抗炎药物或生长因

子等[4]。护理人员会对照组患者的伤口进行定期观察和评估，记录伤口的大小、深度、颜色、分泌物、

边缘状态等信息，以及疼痛、肿胀等症状，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伤口的异常情况。护理人员向对照

组患者提供相关的伤口护理教育和指导，包括如何正确清洁伤口、换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预防感染的

方法、疼痛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患者还会得到口头和书面的护理指导材料。对照组患者按照医生的要求

进行定期复诊，在复诊时，医生会评估伤口的愈合情况，根据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调整和护理建议[5]。 
研究组在上述基础之上接受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在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中，首先需要与

患者建立微信群或私聊窗口，以便进行及时的交流和沟通，这可以通过扫描患者微信二维码、添加患者

微信号或由医院工作人员负责建立[6]。在微信群或私聊窗口中，护士或医生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

或视频等多种形式向患者提供伤口护理指导和教育，他们可以解释伤口清洁、换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阐明预防感染的方法，讲解疼痛管理策略等。患者可以通过微信将伤口的照片拍摄并分享给护士或医生，

这样，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观察伤口的照片来评估伤口的愈合情况，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护理建议。在微信

随访过程中，患者可以通过微信群或私聊窗口随时向护士或医生咨询和提问相关问题。这种即时的沟通

方式使得患者可以方便地向护理人员寻求帮助和解答疑惑。当患者有任何关于伤口护理的问题或需要进

一步的指导时，他们可以通过微信向护士或医生发送消息。这些问题可能涉及伤口的清洁、换药的方法、

注意事项、预防感染的策略、疼痛管理等方面。护士或医生会尽快回复患者的消息，并提供专业的解答

和建议。通过微信随访，患者可以及时获得关于伤口护理的指导和支持。他们不需要亲自前往医院或诊

所，节省了时间和交通的成本。而护士或医生通过微信可以快速了解患者的问题，并提供恰当的建议，

以确保伤口得到适当的护理和治疗。此外，微信随访还提供了多种沟通形式，如文字、图片、语音和视

频等。患者可以通过拍摄伤口的照片并分享给护士或医生，使护理人员能够直观地观察伤口的情况，从

而更准确地评估伤口的愈合进展，并给出相应的护理建议[7]。这有助于患者及时了解和处理伤口护理中

的问题和困惑。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护士或医生可以通过微信随访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计

划中可以包括伤口清洁和换药的频率、用药方案、注意事项等，以指导患者进行日常的伤口护理。护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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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可以通过微信随访提醒患者按时进行伤口护理和换药，并记录相关的治疗数据，这有助于及时发现伤

口的变化和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8]。在微信随访中，护士或医生不仅可以关注患者的伤口情况，

还可以关心患者的心理状态，可以通过微信与患者进行心理支持和鼓励，提供情绪上的安慰和帮助，以促

进患者的康复和心理健康。在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中，护士或医生应定期评估患者的伤口愈合情况，

并总结和分析护理效果，这有助于了解患者的进展和护理措施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护理计划[9]。 

2.3. 评价标准 

伤口愈合效果评价：创口面积减少 25%以下，未出现新鲜肉芽组织，代表无效；创口面积减少 25%
以上，出现少许新鲜肉芽组织，代表好转；创口获得上皮完全覆盖，代表痊愈[10]。 

记录两组伤口换药次数、愈合时间以及连续两次换药间隔时间。 
对比两组出现不良事件情况，例如伤口糜烂、伤口感染以及创伤性皮炎等。 

2.4. 统计学计算 

根据提供的文本，数据使用 SPSS21.0 进行处理和分析。对于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进行分析，n (%)
用来表示计数资料的比例。对于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进行分析，使用(均数 ± 标准差)来表示平均值和

标准差。如果结果显示 P < 0.05，则意味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愈合效果对比 

接受 8 周不同护理干预措施之后，研究组患者伤口愈合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healing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cases (%)] 
表 1. 两组愈合效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40 20 (50.0) 16 (40.0) 4 (10.0) 36 (90.0) 

对照组 40 8 (20.0) 16 (40.0) 16 (40.0) 24 (60.0) 

χ2  7.910 0.000 9.600 9.600 

P  <0.05 >0.05 <0.05 <0.05 

3.2. 伤口换药次数、愈合时间以及两次换药间隔时间对比 

研究组患者伤口换药次数、愈合时间以及两次换药间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various observa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各项观察指标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伤口换药次数(次) 愈合时间(天) 两次换药间隔时间(天) 

研究组 40 13.36 ± 2.44 34.10 ± 5.25 2.17 ± 0.68 

对照组 40 15.11 ± 2.37 62.15 ± 2.37 9.20 ± 1.31 

t  4.611 35.198 29.398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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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良事件对比 

研究组患者中出现不良事件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wo groups [cases (%)] 
表 3. 两组不良事件出现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伤口糜烂 伤口感染 创伤性皮炎 不良事件 

研究组 40 0 0 1 1 (2.5) 

对照组 40 0 5 7 12 (30.0) 

χ2     4.853 

P     <0.05 

4. 讨论 

慢性伤口愈合是指伤口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完全愈合或伤口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达到正常愈合的状态，

相比于急性伤口，慢性伤口愈合的过程更为复杂，需要更长时间和更细致的治疗[11]。慢性伤口愈合通常

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基础疾病：慢性伤口愈合的常见原因之一是患者患有一些基础疾病，如糖尿病、

动脉硬化、免疫系统疾病等。这些疾病会影响伤口的血液供应、免疫功能和组织修复能力，导致伤口愈

合受阻。感染和炎症：慢性伤口常伴随感染和持续的炎症反应。感染会导致伤口周围组织的破坏和炎症

的加重，影响伤口愈合的进行。缺血和缺氧：慢性伤口往往伴随着组织缺血和缺氧的情况。缺血和缺氧

使得伤口周围的组织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阻碍了伤口的愈合过程。创伤和外力干扰：一些

慢性伤口可能受到反复的外力干扰，如摩擦、压力、摔打等，这会阻碍伤口的修复和愈合[12]。 
慢性伤口的治疗和管理需要长期而连续的护理，传统的临床常规护理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延续性

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作为一种创新的护理模式，结合了延续性护理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慢性伤口愈合患

者提供了持续的护理和指导。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通过微信平台，护士或医生可以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护理指导。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护理人员可以向患者传达伤口清洁、换药的

步骤和注意事项，预防感染的方法，以及疼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这种个性化的指导可以根据患者的特

定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提高患者的护理参与度和依从性。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允许患者通过微信

将伤口的照片拍摄并分享给护士或医生。这样，护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测伤口的愈合情况，并根据需要提

出相应的护理建议[13]。通过这种实时的监测机制，可以及时发现伤口的变化和异常情况，采取必要的干

预措施，提高治疗效果。患者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向护士或医生咨询和提问。护理人员将尽快回复，并提

供专业的解答和建议。这种便捷的沟通方式可以满足患者对护理知识和疑惑的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应对伤口护理过程中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通过微信随访，护理人员可以定期提醒患

者按时进行伤口护理和换药，并记录相关的治疗数据，如伤口大小、渗出量等。这有助于护理人员对患

者的治疗进展进行跟踪和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保证治疗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延续性护理联合微

信随访不仅关注伤口的治疗，还关心患者的心理健康。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微信与患者进行心理支持和教

育，提供情绪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积极应对治疗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心理支持的作用可以

促进患者的康复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14]。 
对于慢性伤口愈合患者来说，及早康复是十分重要的，及早康复意味着患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重

返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作为一种创新的护理模式，对于慢性伤口愈合患者

的及早康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及早康复可以有效减少疾病的进展和并发症的发生，通过延续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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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微信随访，护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伤口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避免感染和其他并发症

的发生。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指导和问题解答，患者能够正确执行伤口护理措施，促进伤口的愈合和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及早康复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慢性伤口可能导致疼痛、不适和功

能障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和心理状态。通过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患者可以获得连续、个

性化的护理支持和指导，促进伤口的愈合和功能的恢复。这有助于减轻疼痛、恢复活动能力，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此外，及早康复还可以降低治疗的经济成本。慢性伤口的治疗通常需要长期的医疗和护理，

患者需要定期就诊和换药，这会增加医疗费用和时间成本。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可以提供方便快捷

的远程护理服务，减少患者的就诊次数和交通费用，并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指导，降低医疗资源的浪

费和成本的支出。最后，及早康复对于患者的心理健康也具有积极的影响。慢性伤口的治疗过程可能会

给患者带来焦虑、抑郁和不安等负面情绪。通过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护理人员可以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沟通和支持，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和关怀，这有助于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增强治疗的信心和积

极性，促进心理健康的恢复[15]。 

5.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慢性伤口愈合患者来说，及早康复是十分重要的，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作为一

种创新的护理模式，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支持和指导，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及

早康复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痛苦和功能障碍，降低治疗的经济成本，并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

恢复，因此，延续性护理联合微信随访在慢性伤口愈合患者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患者的及早康复

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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