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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在 PCI围手术期中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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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讨论研究在 PCI围术期护理工作中运用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的价值作用。方法：选择 2019 年 8月到 2021 年 3
月期间院内的 60 例 PCI 患者，运用随机分配方式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运用常规康复干预模式开展对照组的护理工作，在
对观察组进行常规康复干预的同时，运用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
满意情况。结果：观察组整体患者生活质量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整体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结论：在 PCI围术期护理工作中运用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整体护理效果水平，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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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 PCI 围手术期患者护理工作中运用健康行动过程
取向模式的价值作用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为 PCI 围术期护
理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运用随机分配方式将 2019 年 8 月到 2021 年 3 月期间院
内的 60 例 PCI 患者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30 例，
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2-65 岁，平均年龄为（50.03

±2.36）岁；观察组：30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4-66 岁，平均年龄为（50.10±2.41）岁。纳入标准：所有
患者都满足 PCI 诊断要求；所有患者都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

障碍；所有患者及家属都清楚本次实验活动，并签署了相关
知情同意文件。排除标准：存在意识障碍与认知障碍情况患
者；依从性较差患者；所有患者基本资料之间的差异不存在

统计学方面的意义（P>0.05）。 
1.2 方法 
运用常规康复干预模式开展对照组的护理工作：包括病

情评估、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健康宣传教育等内容。运用
常规护理+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开展观察组患者的围手术
期（围绕手术的全过程）护理工作，包括术前、术中及术后

的护理工作： 
1.2.1 术前 
确保各个护理人员都掌握各项护理技能与内容，强化与

患者与家属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患者及家属的行为信念进
行干预；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护理计划，
包括健康教育、康复食谱、心理干预、康复锻炼等内容，对

患者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工作，让患者了解护理工作对自身
康复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护理
人员还需要根据患者每周康复计划完成情况适当调整康复计

划内容，做好行为计划干预工作。 
1.2.2 术中 
对患者及家属开展相应的心理护理工作，让患者可以用

稳定、平和心态有效配合相关手术治疗与护理工作，对患者
的思想行为进行干预，提升手术成功率。 

1.2.3 术后 

让患者及家属清楚术后康复锻炼内容，可以运用微信群
方式让各个患者在出院后可以保持交流，互相监督与鼓励，
并及时发布一些康复训练知识，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患者坚持

康复行为的自我效能。 
1.3 判断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情况，运用生活质量评定量

表，包括躯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生活质量等方面，各项总分为 5 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状态
越好。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运用医院自制满

意情况调查量表，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对护理工
作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护理后的相关数据信息输入到 SPSS22.0 系统中，

计数资料用（n,%）表示，计量资料用（x±s）表示，如果

P 值不足 0.05，就表示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方面
的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情况 
观察组躯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评分分别为（4.02±1.03、4.63±1.44、
4.59±1.11、4.19±0.41、4.20±1.12）（分），对照组躯
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等

方面的评分分别为（2.56±0.36、2.81±0.17、2.71±0.41、
2.39±0.50、2.88±0.39）（分），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
果：（t=7.329,P=0.000；t=6.874,P=0.000；t=8.702,P=0.000；

t=15.247,P=0.000；t=6.096,P=0.000）观察组整体患者生活
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 

观察组整体平均满意评分为（91.38±11.20）（分），
对照组整体平均满意评分为（67.23±9.54）（分），经过统
计学处理得出结果：（t=8.990,P=0.000），观察组整体患者

对护理工作满意水平明显超过对照组（P<0.05）。 
3 讨论 
PCI 也就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这种方式主要是经

心导管技术将狭窄、闭塞的冠状动脉管腔进行疏通，进而改
善心肌血流灌注情况，是急性心肌梗死治疗中的常用手段，
但是该种方式会出现相关并发症，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存

质量，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护理水平，才能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

[1-2]
。 

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主要是将健康行为改变划分为了

三个阶段，包括前意向、意向、行动等，将该理论运用到临
床护理工作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护理水平，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3]
。 

因此，将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式运用到 PCI 围手术期护
理工作中，可以有效增强整体护理效果水平，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水平，具有很好的推广运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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