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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癫痫患者遵医行为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摘 要：目的：探讨延续性护理对癫痫患者遵医行为、自我效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06～2019-05我院癫

痫患者70例，2018-06～2018-12期间34例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2019-01～2019-05期间36例为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延续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出院后6个月遵医率、癫痫发作情况、出院前、出院后6个月自我效能

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评分、癫痫生活质量量表-31（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31，QOLIE-31）评

分。结果：出院后6个月，观察组遵医率94.44%高于对照组73.53%，癫痫发作率8.33%低于对照组29.41%（P＜0.05）；

出院后6个月，观察组GSES、QOLIE-31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延续性护理应用于癫痫患者，可改善遵医

行为，提升自我效能，降低癫痫发作率，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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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患病率为 5‰～

10‰，易反复发作，可迁延数年甚至数十年，严重影

响患者身心健康[1]。现阶段，治疗癫痫以药物为主，

能很好控制癫痫发作且治愈率较高，但由于用药时

间长、健康知识缺乏，大部分患者出院后不能遵照

医嘱按时服药、规律作息，导致疾病复发。因此，患

者出院后的护理对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延续

性护理是一种院外护理措施，包括出院后指导、住

院后随访等一系列护理服务，能满足患者院外护理

需求，在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中得到广

泛应用[2]。本研究选取我院癫痫患者70例，旨在从

遵医行为、自我效能、癫痫发作情况、生活质量等方

面探讨延续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06～2019-05我院癫痫患者70例，

2018-06～2018-12期间34例为对照组，2019-01～

2019-05期间36例为观察组。对照组女15例，男19

例；年龄18～67岁，平均（42.14±11.25）岁；文化水

平：13例初中及以下，15例高中，6例专科及以上。

观察组女 16 例，男 20 例；年龄 19～66 岁，平均

（44.06±10.87）岁；文化水平：12例初中及以下，17

例高中，7例专科及以上。两组年龄、文化水平、性

别等基线资料均衡可比（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患者及其家属知情、自愿并签

署同意书；符合 2017 年《癫痫中心分级标准（试

行）》[3]中癫痫诊断标准，经颅脑X线计算机断层摄

影、磁共振成像、脑电图等检查证实；（2）排除标

准。伴有精神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肝肾功能不全、

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变；联系方式不固定，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出院后独居；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1.3 方法

两组均予以抗癫痫治疗。对照组接受常规护

理干预，讲解癫痫有关知识，耐心解答患者疑问；嘱

咐规律作息，保证有充足睡眠；告知抗癫痫常用药

物使用方法、作用、不良反应，做到遵医服药；对于

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给予心理疏导；出院后进行电

话随访，1次/周，提醒按时复诊。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接受延续性护理干预，干预6个月，措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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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组建延续性护理小组。由5名神经内科有3

年以上护理工作经验的护士组成，均接受专项培

训，涉及癫痫有关知识、基础护理知识、专科护理知

识、沟通交流技巧、延续性护理意义、内容与流程

等，共20课时，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2）出院前指

导。癫痫患者出院前1 天讲解疾病危险因素、饮食

要求与作息要求，嘱咐严格遵医嘱用药，强调按时

复诊时间及其重要性，鼓励家属参与患者疾病管理

中；发放温馨小卡片，卡片上附有用药方法、科室联

系方式、护理小组组员联系方式、复诊时间；指导患

者加入微信群，关注本科室创建的微信公众号，建

立延续性护理平台；（3）出院后指导。癫痫患者出

院后通过多种途径予以健康指导，以增加其对疾病

有关知识的认知。定期举办院内癫痫健康知识讲

座，举办前1周通过微信群发布讲座信息，欢迎患者

及其家属来院参与；组员固定于每周一、四、六上午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向患者推送

癫痫有关健康知识；耐心回答患者及其家属在微信

群中提出的问题，超出自己认知范围则让患者短暂

等待咨询护士长或专科医师后再回复；（4）出院后

随访。电话随访，癫痫患者出院1个月后1次/周，后

改为1次/月，询问患者有无遵医用药、服药后有无

不良反应、癫痫是否发作及生活、工作与婚姻状况，

给予具有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上门随访，癫痫患者

出院两个月后预约上门随访时间，了解患者实际恢

复情况；在癫痫患者复诊前1天通过短信提醒复诊

时间与所需资料（病历本、化验单等）。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出院后6个月遵医率，自行设计癫

痫患者遵医行为调查问卷，包括合理作息、遵医用

药、合理饮食、避免诱因、按时复诊等5项内容，做到

5项代表完全遵医，做到2～4项代表部分遵医，做

到0～1项代表不遵医，完全遵医率+部分遵医率=

总遵医率[4]；（2）比较两组出院前、出院后6个月自我

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总评

分、癫痫生活质量量表-31（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31，QOLIE-31）总评分，GSES 共 10 项内容，总分

10～40分，分值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好[5]；QO-

LIE-31包括担忧、精力/疲乏、情绪健康等8个项目，

按比例总分设为100分，分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

好[6]；（3）比较两组出院后6个月癫痫发作情况。

1.5 统计学分析

通过SPSS 22.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
示，行 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 χ2检验，

表1 遵医率（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n

36

34

完全遵医

25（69.44

14（41.18）

部分遵医

9（25.00）

11（32.35）

不遵医

2（5.56）

9（26.47）

总遵医率

34（94.44）

25（73.53）

5.775

0.016

表2 自我效能、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n

36

34

GSES

出院前

22.15±5.32

23.21±5.38

0.829

0.410

出院后6个月

32.06±5.29

26.78±5.17

4.220

＜0.001

QOLIE-31

出院前

65.03±8.09

66.52±8.14

0.768

0.445

出院后6个月

88.12±9.27

76.89±9.04

5.12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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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遵医率

两组遵医率比较，观察组94.44%高于对照组

73.53%（P＜0.05）（见表1）。

2.2 自我效能、生活质量

出院前，两组GSES、QOLIE-31评分比较无明显

差异（P＞0.05）；出院后6个月，观察组GSES、QO-

LIE-31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癫痫发作情况

出院后6个月，观察组发作3例，对照组发作10

例，观察组癫痫发作率 8.33%（3/36）低于对照组

29.41%（10/34，χ2=5.137，P=0.023）。

3 讨论

癫痫需长时间治疗，对患者配合度要求较高，

只有遵照医嘱用药，才能有效控制癫痫发作，故需

采取有效护理方法，保证患者出院后坚持良好遵医

行为。延续性护理是指将护理服务提供给院外有

医疗护理服务需求的患者，达到促进疾病康复或长

期控制的目的。师惠娟[7]学者指出，予以癫痫手术

患者延续性护理干预，出院后 6 个月遵医率达

95.92%，且可有效改善自我效能、生活质量，利于疾

病恢复。本研究将延续性护理应用于癫痫患者，结

果显示，出院后6个月，观察组遵医率、GSES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延续性

护理在患者出院前讲解疾病危险因素、饮食要求与

作息要求，发放附有用药方法、复诊时间等信息的

温馨小卡片，能规范患者出院后的护理操作，为遵

医行为的形成打下基础，通过电话随访、上门随访，

可了解患者实际恢复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医用药、

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

效能。癫痫复发率达27%～82%，且致残率较高，患

者常伴有自卑、恐惧心理，加之来自工作、生活等方

面的压力，极大降低生活质量[8]。本研究发现，出院

后6个月，观察组QOLIE-31评分高于对照组，癫痫

发作率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延续性护理应用

于癫痫患者，可降低癫痫发作率，提高生活质量。

究其原因，在延续性护理干预中通过讲座、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推送疾病有关信息，能增加患者对疾病

的认知，改善不良心理状态，且患者通过微信群可

提出自身疑问，护理人员及时解答，予以有效健康

指导，能明显减少癫痫发作次数，达到控制病情的

目的，助于患者更好开展日常生活与工作，提高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应用于癫痫患者，可改

善遵医行为，提升自我效能，降低癫痫发作率，提高

生活质量。但延续性护理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

题，如电话随访具有延迟性，家访开展困难，后续我

院将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癫痫患者的延续性护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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