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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支架术后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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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支架术后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23 年 8 月-
2024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接受冠心病支架术的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40 例，

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和观察组（40 例，采用协同护理模式），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接受冠心病支架术的患者实施协同护理模式取得明显效果，可显著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和护理满意度。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较高的价值，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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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llaborative nursing mode in self-management of patients aft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ent surgery. Methods Select 8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0 cases,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using collaborative nursing mode),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lf-managemen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nursing mod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stent implantation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nhanc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has demonstrated high valu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an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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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作为心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

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支架置入术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之一[1]。然

而，术后患者的自我管理对于疾病的康复和预后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协同护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

方式，强调通过护士、家属、患者等多方协同合作，共

同参与患者的护理过程，旨在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

力，促进康复[2]。本研究旨在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在冠心

病支架术后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报道如

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8 月-2024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接受冠

心病支架术的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分组方

法分为对照组（40 例，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 50-74
岁，平均年龄 67.85±3.45 岁）和观察组（40 例，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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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3 例，年龄 51-75 岁，平均年龄 68.97±3.74
岁）。 

纳入标准包括：（1）确诊为冠心病并接受支架术

治疗的患者；（2）无精神类疾病历史。 
排除标准：（1）合并有其他严重心血管疾病或恶

性肿瘤的患者；（2）有精神病史或认知障碍的患者。

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未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

异（P＞0.05）。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均充分了解并签

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术后病情监测、药物指

导、饮食护理等[3]。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协

同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组建协同护理团队：由心血管内科医生、护

士、心理咨询师及患者家属组成协同护理团队，共同制

定护理计划。 
（2）健康教育：通过讲座、宣传册、视频等多种

形式，向患者及家属普及冠心病支架术后的相关知识，

包括术后注意事项、药物使用、饮食调理、康复锻炼等，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4]。 
（3）心理支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给予

心理疏导和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4）家庭参与：鼓励患者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护

理过程，共同监督患者的饮食、用药和康复锻炼[5]。 
（5）定期随访：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定期对

患者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及时解答患者的

疑问，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指导。 
1.3 观察指标 
（1）自我管理能力评分：采用冠心病自我管理量

表（CSMS），从三个维度：日常生活管理（总分 40
分）、疾病医学管理（总分 75 分）以及情绪认知管理

（总分 20 分），来评估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2）生活质量评分：生活质量采用 SF-36 生活质

量量表进行评估，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

以及物质生活状态方面，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3）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评估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

不满意三个等级。 
1.4 统计学分析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采用 SPSS 20.0 软件。在

处理计量资料时，选用了均数±标准差（x±s）的表达方

式，并通过执行 t 检验来评估两组数据间的差异情况；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并使用 χ2 检

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 均被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自我管理评分比对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评分更高，

统计学检验显示，组间数据表现出明显差异性（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2.2 生活质量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统计学

检验显示，组间数据表现出明显差异性（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2.3 护理满意度比对 
观察组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统计

学检验显示，组间数据表现出明显差异性（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看表 3。 

表 1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评分比对[n,(%)] 

组别 例数 日常生活管理（分） 情绪认知管理（分） 疾病医学管理（分） 

观察组 40 32.14±5.02 14.62±2.41 60.16±4.21 

对照组 40 26.53±4.56 11.05±3.02 48.65±4.26 

t - 5.232 5.844 12.154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对（ ，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观察组 40 83.18±1.42 81.15±2.31 84.51±2.02 80.16±2.32 

对照组 40 78.07±2.13 75.86±2.15 78.08±2.41 72.21±2.52 

t - 12.625 11.055 12.932 14.679 

P - 0.001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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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对[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18（45.00） 20（50.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4（35.00） 18（45.00） 8（20.00） 32（80.00） 

χ2 -    10.286 

P -    0.001 

 
3 讨论 
冠心病是心血管疾病中的常见且严重类型，对患

者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其病程漫长、反复发作且

难以根治，故而在及时治疗的同时，采取恰当的护理干

预措施至关重要[6]。传统的常规护理主要围绕医学行为

进行，但因其缺乏针对性，已难以适应冠心病患者的实

际需求。协同护理模式应运而生，此模式旨在有限护理

资源下激发患者潜能，引导其进行自我护理，并倡导家

属的积极参与。该模式建立在患者自我护理的基础之

上，强化了护理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协同合作，

使护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发挥教育者、支持者和协作者

的角色[7]。有研究显示，采用协同护理模式可以有效减

缓冠心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并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8]。 
本研究结果显示，协同护理模式能有效提高冠心

病支架术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这

可能与协同护理模式强调的多方协同合作、健康教育

等措施有关。通过组建协同护理团队，整合了医疗、护

理、心理等多方面的资源，为患者提供了全面、个性化

的护理服务。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

样本量相对较小，研究时间较短。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延长研究时间，以更全面

地评估协同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支架术后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的影响。 
综上，对接受冠心病支架术的患者实施协同护理

模式取得明显效果，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

其自我管理能力和护理满意度。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

较高的价值，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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