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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将
"'

例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介入治疗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心脏康复护理#

观察组接受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干预#干预时间为
!

年#比较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因心血管事

件再入院率$结果
!

观察组患者出院
!

年后的自我效能评分%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出院后
!

年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应用于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介入治疗患者#可提高慢性病自我管理效能%冠心病风险因素控制率#降低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

关键词&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介入治疗'居家康复'心脏康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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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LHJ

"是常见的发病急

且病死率高的心血管病种*

!

+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术!

GHM

"因可快速将闭塞血管加以恢复%有效缓解

甚至消除心肌缺血主客观症状*

$

+

#故成为
LHJ

患

者主流的治疗选择$心脏康复指以综合长期的医

疗保健方案及服务行为#尽可能降低心血管病种

对发病者的不良心身影响#控制其猝死与再梗风

险#缓解其症状#推动其社会回归*

+

+

$心脏康复模

式是冠心病群体的二级预防重要内容#同时亦是

一项长期终身性的%要求发病者主动积极参与配

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

(

+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成功

后#

LHJ

患者仍需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心脏康复训

练方可最大化巩固疗效#回归社会$探讨科学%系

统%实用的心脏康复护理模式至关重要*

*

+

$居家期

心脏康复自助模式是指患者及其家属在家庭康复

环境中对患者进行自我心脏康复管理#具备费用低

廉%简便易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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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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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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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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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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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月常山县人民医院对
LHJ

介入治疗患者应用居

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J

!

对象与方法

JKJ

!

对象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纳入标

准&确诊为
LHJ

#年龄在
!#

!

)'

岁#纽约心脏病学

会心功能分级为
"!#

级#沟通理解能力正常#接

受抗血栓%血脂调节等治疗#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患有精神疾病者#患有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并

发症者#心功能分级为
$

级者#并存运动禁忌证

者$选择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
"'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

(*

例"和观察组

!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N!/&'#

"岁'心功能
"

级%

%

级%

#

级者分别为
#

例%

$*

例%

!$

例'平均收缩压

!

!*$&+$N#&"+

"

@@O

E

#平均舒张压!

"#&+/N

)&)!

"

@@O

E

'平均糖化血红蛋白!

)&$"N'&((

"

P

'

平均低密度脂蛋白!

$&*/N'&!"

"

@@-=

(

Q

$观察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N!/&(+

"岁'心功能
"

级%

%

级%

#

级者分

别为
)

例%

$(

例%

!(

例'平均收缩压!

!*!&")N

"&!+

"

@@O

E

#平均舒张压!

"#&)#N)&**

"

@@O

E

'

平均糖化血红蛋白!

)&!*N'&*'

"

P

'平均低密度脂

蛋白!

$&)+N'&!!

"

@@-=

(

Q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JKC

!

干预方法

J&C&J

!

对照组

接受常规心脏康复护理#即于出院时由责任

护士进行心脏康复指导#强调心脏康复的重要性#

进行有氧运动康复%血压血糖监测%戒烟限酒等心

脏康复项目与方式指导$

J&C&C

!

观察组

接受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干预#干预时

间为
!

年$

!&$&$&!

!

出院前专项评估

责任护士于出院前与患者行专项沟通#了解

患者在自身病种%心脏康复等方面的认知度#重点

掌握患者心脏康复方面的顾虑#并给予针对性解

释劝导#促成患者对心脏康复价值感与安全感的

认同'对患者的冠心病危险因素行精准评估#确认

患者需高度关注的个体化心脏康复问题#护患共

同拟定适宜实用的个体化心脏康复方案$

!&$&$&$

!

构建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体系

向家属指出其在患者居家心脏康复期中无可

替代的协助者%督导者地位#促成家属的自助心脏

康复主动深度参与意愿#赋予其心脏自助康复技

能#由责任护士通过语言指导与技术示范教会其

陪同患者完成有氧运动康复%血压血糖监测%戒烟

限酒监督$

!&$&$&+

!

制作并发放患者版心脏康复档案

患者版心脏康复档案由
(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与第二部分分别为心血管病种基础知识与心脏康

复专项知识#由心血管科医生%护士%康复师%营养

师%心理咨询师在了解患者居家期自助心脏康复

建议与需求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编辑制

作#第三部分为护理对象一般情况#第四部分为由

患者自行书写的心脏康复日志及由责任护士书写

的随访表$

!&$&$&(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的支持干预

每
$

个月组织心脏康复病友沙龙会
!

次#由明

星康复病友进行居家期自助心脏康复经验分享#

分享后由心血管科医生%护士%康复师%营养师%心

理咨询师提供多学科心脏康复答疑解惑支持#协

助患者增强心脏康复价值观与自信心#赢得强有

力的同伴支持%专业支持$创建-健心小筑.微信

群并邀请患者扫码入群#定期推送居家期自助心

脏康复知识技能课件与视频#包括用药与饮食%运

动与戒烟限酒%危险因素控制%心血管事件家庭自

救与求助等内容#每日
!)

&

''

至
!#

&

''

由责任护士

轮值提供自助心脏康复在线答疑$患者在康复日

志中详细记录每日运动%用药%饮食%情绪%睡眠%

血压血糖监测%不良生活行为改变等心脏康复措

施落实情况#按计划于健心护患沟通日!每周五

!$

&

''

至
!+

&

''

"返院与责任护士进行面对面访谈#

每例患者每月访谈
!

次$无法返院者由责任护士

入户访视#责任护士查阅心脏康复日志#掌握患者

居家期自助心脏康复现状#分析所存在的问题#给

出居家期心脏康复阻碍因素的解决建议#对落实

情况进行跟踪评估与灵活调整$

JKB

!

效果评价

J&B&J

!

评价指标

!&+&!&!

!

自我效能量表

该量表分为症状管理自我效能!

(

个条目"%疾

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

$

个条目"

$

个维度#每个条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目均以
'

!

!'

分赋分#分别提示-毫无信心.至-十

分有信心.

*

#

+

$各维度取其所包含条目评分的平均

值#分值越高提示自我效能越高$

!&+&!&$

!

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

包括血压控制率%血糖控制率及血脂控制

率*

"

+

$血压控制较好是指以
$

次标准方式测量血

压值均
"

!('

(

"'@@O

E

#血糖控制较好是指糖化

血红蛋白低于
/&*P

#血脂控制较好是指低密度脂

蛋白低于
$&!@@-=

(

Q

$控制率
F

控制较好患者

例数(本组患者总例数
R!''P

$

!&+&!&+

!

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

心血管事件是指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

发作#同一患者因心血管事件不论入院几次按
!

例

计算$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
F

因心血管事件入

院患者例数(本组患者总例数
R!''P

$

J&B&C

!

评价方法

患者出院后
!

年进行门诊复诊时#责任护士对

其进行上述指标的评价$

JKD

!

统计学方法

采用
JGJJ$+&'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N"

"进行描述#采用
#

检

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

P

"进行描述#采用

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

!

结果

CKJ

!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出院
!

年后症状管理自我效能%疾

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CKC

!

两组患者出院
J

年后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

比较

出院
!

年后#观察组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控

制率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CKB

!

两组患者出院后
J

年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

率比较

出院后
!

年内#观察组患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

院
$

例#再入院率为
(&((P

#对照组患者因心血管

事件再入院
#

例#再入院率为
!)&)#P

#观察组因

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

B

!

讨论

BKJ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可提高
F>L

介入

治疗患者的自我效能

护患共同拟定个体化心脏康复方案#促使

LHJ

患者深度参与院外疾病控制自我管理活动#

充分行使疾病控制知情权与决策权#可提高患者

健康管理责任感与信念*

!'

+

$通过患者版心脏康复

指导手册的知识普及教育#患者能获取自身病种

健康管理所需知识技能#利用心脏康复日志进行

健康管理行为记录与自检#感受良好自我管理行

为的价值与益处#在家属陪同督导下完成有氧运

动康复%血压血糖监测%戒烟限酒监督等管理活

动#感知强有力的家庭康复支持信息#坚定康复意

愿*

!!

+

$除此之外#患者在同伴教育与微信平台专

表
J

!

两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

!M"

#

组 别 例数
症状管理自我效能

出院时 出院
!

年后

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

出院时 出院
!

年后

观察组
(* $&)#N'&)' )&+!N!&!$ $&)#N'&)' )&'"N!&!(

对照组
(* $&"!N'&)' *&"!N'&/) $&/)N'&)! *&"+N'&)$

#

值
%'$"'' )$!#' '$)() *$)++

!

值
!

'$+)'

"

'$''! '$(*)

"

'$''!

!!!!!!!!!!!!!

表
C

!

两组患者出院
J

年后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比较 例"

N

#

组 别 例数
血压控制率

干预前 干预后

血糖控制率

干预前 干预后

血脂控制率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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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支持下高效接纳%吸收心脏康复经验与专业知

识技能灌输*

!$

+

#社会支持度与健康管理能力共同

提高#最终获得慢性病自我管理效能的提升$本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出院
!

年后症状管理自我效

能%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居家期心脏

康复自助模式可有效提高
LHJ

介入治疗患者的自

我效能$

BKC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可提高
F>L

介入

治疗患者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

LHJ

介入治疗患者的心脏康复效果与医护督

导%家属的积极参与%患者的自我坚持等相关度极

为密切*

!+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的应用#强调

患者自身的参与及坚持#同时注重专业医护的正

向主导及家属的参与督导#集三方之力而又重点

突出患者主体地位*

!(

+

#整合认知%心理与康复锻炼

等心脏康复训练方式为一体#从心理认知维度提

升
LHJ

介入治疗患者心脏康复价值观与依从性#

护%患%家属三方共同努力进行心脏康复行为规

范#使患者运动%用药%饮食%情绪%睡眠%血压血糖

监测%不良生活行为改变等心脏康复措施得以正

确落实#切实发挥上述心脏康复行为对冠心病危

险因素的控制效应*

!+

+

#从而指向良好的冠心病危

险因素控制率$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出院
!

年

后冠心病危险因素控制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居家期心脏康复自

助模式可有效提高
LHJ

介入治疗患者的冠心病危

险因素控制率$

BKB

!

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可降低
F>L

介入

治疗患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

LHJ

介入治疗患者如未能于院外期间坚持良

好的用药%饮食%运动%情绪调理等健康管理行为#

则其继续遭受冠心病危险因素侵袭伤害而出现心

血管事件的概率较高$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

的应用#使
LHJ

介入治疗患者的慢性病管理自我

效能得以提升#使其可在家属主动%有效协助的督

导下#在专业健康管理者支持推动下#主动%长期%

正确开展居家期心脏康复活动#借助于心脏康复

日志进行自我心脏康复行为的记录自省与他检#

及时发现自助心脏康复障碍问题#对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烟酒嗜好等高危因素加以有效管理控

制*

!*

+

#对心血管事件前兆做好正确识别与及时控

制#通过直接求助渠道提高家庭自救效果#由此降

低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本研究显示#观察组

患者出院后
!

年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低于对

照组#说明居家期心脏康复自助模式可有效降低

LHJ

介入治疗患者因心血管事件再入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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