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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延续护理的研究进展 

吴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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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冠心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现状，并强调对此类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的迫切需求。

本文提出了三种主要实施路径，为定期随访干预、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干预及组织俱乐部活动，同时，探讨

评估延续护理效果的有效方法，旨在科学衡量这一护理模式对患者健康状况的实际改善程度。此外，本文还指出

了当前我国冠心病延续护理服务中存在的显著问题，包括护理人员对延续护理理念的理解与认知尚显不足，以及

跨学科合作机制尚不健全，人员配置未能实现最优化。希望通过上述分析，为我国冠心病延续护理服务的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提供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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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ontinuity of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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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emphasize the urgent need for continuity of care for such pati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ain 
implementation paths, namely, regular follow-up intervention, remote intervention using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lub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aiming to 
scientifically measure the actual improvement of this nursing model on patients' health.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significan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ontinuity of care service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hina, including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continuity of care concepts among nursing staff, as well as inadequat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suboptimal personnel allocation. I hope that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valuable clinical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ontinuing care service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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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源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狭窄、阻

塞或功能异常，引发心肌缺血缺氧，严重时心肌坏死[1]。

我国冠心病患者过千万，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患者年

龄层年轻化。介入治疗后，患者需长期管理和有效治疗，

但自我管理能力普遍弱，生活质量受影响，治疗依从性

不高。延续性护理模式跨越医疗场所，提供连续、协调、

综合的护理服务，旨在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升治

疗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降低再入院率。本文将对冠

心病延续护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综述，

旨在为医护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 
1 冠心病患者实施延续护理的必要性 
1.1 患者对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缺乏认知 

冠心病患者的血管事件风险受多重危险因素影响，

即便他们接受了冠脉介入治疗，这些风险因素依然持

续存在。一项针对该类患者的调研揭示了令人关注的

认知现状：惊人的是，有 27.33%的患者对冠心病的任

何危险因素全然无知；过半的患者，即 58.67%，仅对

1 至 2 项危险因素有所了解；而能够识别出 4 种或以

上危险因素的患者比例极低，仅占 4.67%。这一调查结

果突显了冠心病患者群体在疾病危险因素认知方面的

普遍欠缺[2]。 
1.2 冠心病患者的延续护理需求 
冠心病患者在出院后，由于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并

坚持心脏康复锻炼，这种特殊需求使得护士在出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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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健康宣教其影响力可能仅具有暂时性。随着时

间的推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不良心血管事件

等风险因素，患者往往难以持续保持高度的治疗依从

性和遵医行为。一项针对冠心病患者的深入调研患者

出院后延续性护理服务需求显示，大部分患者表达了

对延续护理服务的渴望，仅有少数患者表示不愿接受

此服务，而近乎一半的患者倾向于通过电话随访的方

式获得持续关怀[3]。 
2 冠心病患者延续护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国外研究进展 
自 20 世纪中期起，国际上开始延续护理的发展。

美国老年协会定义其为一系列护理活动，保障患者健

康服务的协调性和连续性。1981 年，宾夕法尼亚护理

学院开创家庭随访服务，为提前出院的患者提供健康

照护[4]。近年来，国外涌现多样化模式，包括护理转移

干预、安全转移优化、出院流程重设计、老年人评估与

护理资源综合调配等。 
2.2 国内研究进展 
自 2002 年起，香港理工大学黄金月教授将延续护

理理念引入香港，并开展了多个慢性病种的延续护理

研究。随着延续护理模式在香港地区的成功应用，我国

内地护理学者也开始积极探索延续护理在冠心病患者

中的应用[5]。国内学者结合国情和患者需求，提出了多

种延续护理模式，如医院为主体延续护理模式、社区为

主体延续护理模式以及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延续护

理模式等。这些模式各有侧重，共同为冠心病患者提供

全面、连续的护理支持。 
3 冠心病患者延续护理的途径 
3.1 随访干预 
随访，作为传统延续护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

多样化的形式如短信随访、电话随访及家庭访视等，确

保了护士能够对出院后的患者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评估，

包括其生理健康状态、心理状况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

分析。据研究显示，针对冠心病患者实施为期六个月的

短信随访计划，其中重点聚焦于生活方式的指导策略，

有效提升了患者对饮食建议的遵循程度，进而带来了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及体重指数显著改善[6]。此

外，有专家指出，对院外患者开展电话随访教育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方式能够极大地促进患者及其家

庭成员的参与度和配合度，从而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

知，并增强其遵循医嘱的行为习惯。 
3.2 互联网干预 
在现今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高效、开

放且便捷的工具，极大地促进了健康理念的广泛传播，

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领域内得到了深入应用。该平台为

延续护理的实施开辟了多元化路径，包括但不限于健

康类手机 APP、微信群、QQ 群等互动形式。研究表明，

通过为期三个月的手机药物提醒 APP 随访，患者的药

物依从性得到显著提升，其效果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常

规护理手段[7]。另一案例利用微信平台，针对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进行延续护理干预，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与心脏康复锻炼的依从性均有增强[8]。

由高级实践护士（APN）主导的远程健康康复计划，不

仅有效降低了急性心梗患者的再入院频率，还提升了

他们的自我效能，减少了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显著

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实现了医疗成本的节约[9-10]。

总之基于互联网的延续护理模式不仅展现出极高的效

率和可行性，而且更加贴近患者需求，易于患者接受。 
3.3 开展俱乐部活动 
俱乐部活动，作为一种由医院或社区引领的团体

学习形式，其核心目标在于定期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让

患者能够参与关于疾病诊疗方法、康复技巧及日常保

健知识的深入讨论与聆听专业演讲。这些活动积极倡

导患者即时交流个人的心得体会，以此强化病友间的

相互支撑与正面激励。一项针对冠心病患者的长期研

究表明，采用以俱乐部活动为主体的综合康复指导策

略，在连续实施一年之后，患者的医嘱遵循行为得到了

明显提升，同时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也显著降低，

更进一步加速了患者术后恢复的进程[11]。此研究结果

确凿地表明了俱乐部活动作为医院外延续性护理模式

的一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均得到了验证。 
4 冠心病患者延续护理效果评价 
冠心病出院患者的延续护理效果评估涉及多个关

键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其效果评价的综合体系。

首先，关注的是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与预后的积极改

善，这直接体现了护理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其次，

延续护理能够有效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确保治疗

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时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再者，通过

延续护理，患者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各类危险因素，如血

脂异常等，从而显著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最

后，这一护理模式还着重于提升患者的自我护理及自

我管理行为能力，为他们提供了长期自我管理的有力

支持。具体研究证据显示，延续护理不仅促使西雅图心

绞痛问卷及中国心血管患者生活质量评定问卷的评分

显著提升，直接反映了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心绞痛

发作频率的减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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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冠心病患者出院后延续护理存在的问题 
5.1 护士对延续护理服务理念认知不足 
在推动延续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护士的作用无可

替代，若忽视其重要性，则会直接损害服务的品质与患

者照护的效果。通过国内学者面向第二、三级医院及社

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护理

人员普遍认同延续护理的价值与需求，但在延续护理

的具体专业知识、当前实践状况以及护士个人参与意

愿的认识上存在显著不足。当前，我国延续护理的开展

主要借鉴国外经验，且服务模式往往局限于医院至家

庭的单向延伸，这种局限性限制了护士对延续护理服

务全面而深入的理解。鉴于此，应推荐具备深厚资历、

高学历及丰富经验的护士作为延续护理服务的核心领

导者，依托其稳固的专业背景和技能，确保护理流程的

连续性和高质量执行；需紧跟国际延续护理的最新发

展趋势，为不同级别医院中不同层级的护士量身定制

延续护理知识培训，旨在深化其对延续护理核心理念

的理解，提升服务质量，进而促进延续护理服务的全面

升级与发展。 
5.2 多学科合作人员配置不完善 
当前的延续护理实践明确指出了多学科合作的关

键性，这一合作框架中需要整合护士、医生、康复专家、

营养学专家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多元化专业力量。然而，

国内实际情况反映出，尽管病房护士在此过程中通常

扮演了中心角色，但专科医生、专科护士及社会工作者

的参与度却相对有限，这种状况限制了患者出院后获

得全面、专业的延续护理服务的可能性。进一步影响其

日常生活质量和疾病的康复进程。鉴于此，应当借鉴奥

马哈系统理论，对冠心病患者手术后的延续护理流程

进行全面的评估与规划，旨在提升延续护理的整体效

能，进而更有效地支持患者的康复。 
6 小结 
延续护理作为临床护理服务的自然拓展，不仅确

保了患者从住院到出院期间护理的无缝衔接，而且提

供了全面、综合且个性化的关怀。当前，我国学者在冠

心病延续护理领域已取得了诸多积极进展。为进一步

提升我国冠心病患者的延续护理质量，有必要借鉴国

际上的延续护理先进经验，并加强对延续护理循证依

据的重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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