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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教育对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后
患者照顾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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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延续性护理教育相关研究多是以患者的视角，缺少延续性护理教育对患者照顾者影响的研究，而照顾者

的护理质量与术后康复状态密切相关。目的　考查延续性护理教育对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照顾者焦虑情绪的

缓解效应，为改善照顾者焦虑情绪、促进患者康复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纳入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和第六医学中心接受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的照顾者为研究对象（n=120）。采用系统随机取样方法，

将照顾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60人。患者出院前，所有照顾者均接受常规护理教育。研究组在患者出院后，接受为期 4周

的延续性护理教育。于患者出院前和出院一个月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两组照顾者进行评定。结果　患者出院1个月

后，研究组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57. 77±14. 08）分 vs.（70. 19±13. 60）分，t=-4. 913，P<0. 01］，研究组 SAS 评分≥60 分的人数

占比低于对照组（41. 67% vs.  75. 00%，χ2=-13. 714，P<0. 01）。结论　延续性护理教育可能有助于降低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

桥术后患者照顾者的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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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continuous nursing education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ient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education on patient caregivers， and the care quality of caregiv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status of the patient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education on anxiety relief of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all-robo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caregivers' anxiety and promoting patients' recovery.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all-robo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t the First and Sixth Center of 301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were included from January 1， 2021 to 
December 31， 2022.  The caregiv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by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method.  Before the patient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all caregiver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educatio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nursing education for 4 weeks after patient discharge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One month after discharge， SAS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7. 77±14. 08） vs.  （70. 19±13. 60）， t=-4. 913， P<0. 01］， and the 
proportion of SAS score above 60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41. 67% vs.  75. 00%， 
χ2=-13. 714， P<0. 01）.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education may help reduce the level of anxiety in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all-robo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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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其

中，冠状动脉疾病大约占心血管疾病死亡病例的

35%，是中国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2］。心脏

大血管外科手术已成为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治疗方

式，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因住院时间短、手术

创伤小等优点已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心脏大血管外

科手术的创伤性和特殊性，患者术后需要高质量的

护理［3］。研究表明，照顾者的护理技能和护理知识

直接影响心脏大血管外科患者术后康复质量［4-5］，且

过渡期护理计划有助于改善患者出院后的健康状

况［4，6］。关于照顾者因素与患者康复质量的研究结

果表明，照顾者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患者康复［7-9］，

其中，照顾者情绪状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0-11］。根

据生态系统理论［12］，照顾者的情绪状态与患者的情

绪水平及康复质量紧密相关。患者出院早期（出院

后的30天内）是照顾者最容易产生焦虑的时间［10］，提

高照顾者的护理技能有助于降低其焦虑水平［10-11］，但

是，有关延续性护理教育对照顾者焦虑情绪的改善

作用结果并不一致［13-14］，且缺少有关缓解照顾者焦

虑情绪的干预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

考查延续性护理教育能否降低全机器人冠状动脉

搭桥术后患者照顾者焦虑水平，为改善照顾者焦虑

情绪和促进患者术后康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1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招募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和第六医学中心接受

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患者的照顾者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家庭中除了所照

顾患者外，无其他心脏病患者；③患者术后与其同

住。排除标准：①既往曾照顾过其他心脏病患者；

②有精神疾病史或在医院期间存在心理问题倾向

者。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120人。采

用系统随机取样法，将照顾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各 60 人。本研究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1. 2　干预方法　

患者出院前，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接受常规护理

教育：通过宣传手册介绍合理用药、饮食以及术后

功能锻炼等。患者出院后，研究组接受为期 4周的

延续性护理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 2. 1　成立延续性护理教育小组　

由 2名主管护师与 1名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组成

合作教育小组。其中，主管护师负责护理相关知识

教育；心理学研究生负责心理支持教育、心理咨询

以及研究过程的掌控。

1. 2. 2　实施过程　

首先，建立照顾者微信群，指导照顾者熟练掌

握微信操作方法，以及通过微信填写调查问卷等。

其次，确定延续性护理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术后

护理支持、健康状况随访、医护咨询、胸部和腿部伤

口护理、药物咨询、并发症管理以及术后危及心肺

功能的风险因素管理、心理问题、饮食和身体活动

建议等。第三，分阶段进行延续性护理教育：第一

周，进行专项健康教育，普及心血管健康知识，帮助

照顾者了解心血管疾病术后护理知识并提高相关

技能；第二周，重点评估与疾病相关的症状和患者

心理状态，若发现患者存在负性情绪，及时请课题

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第三周，发送合适的功能

锻炼视频，指导患者锻炼下肢功能；第四周，指导患

者从功能锻炼过渡到日常生活，帮助患者最大限度

地恢复身体机能，减少并发症。延续性护理教育均

在每个星期周一、周三、周五的19∶00-20∶00进行。

1. 3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收集患者照顾者

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患者

的关系以及工作状况。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照顾者的焦虑症状及其严重程度。SAS
共20个条目，采用1~4分4级评分，20个条目评分之

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 25后取其整数部分为标

准分，即SAS评分。SAS评分<50分为无焦虑，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为重度

焦虑。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9。
1. 4　评定方法　

于患者出院前，采集照顾者一般资料，并进行

SAS 评定。于患者出院后 1 个月进行电话随访，对

两组照顾者再次进行SAS评定。两次问卷评定均采

用统一指导语，并告知问卷调查目的是进行护理科

研，并承诺对数据完全保密。同时，要求照顾者通

过自评方式完成调查问卷，每次限时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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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

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或配对样本 t检验。检

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一般资料　

共 120 名照顾者完成本研究，年龄 23~68 岁

［（52. 67±6. 84）岁］。研究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

见表1。
2. 2　两组SAS评定结果比较　

患者出院前，研究组与对照组SAS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1. 450，P>0. 05），两组 SAS评分≥60分

的人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 67% vs.  78. 33%，

χ2=-0. 048，P>0. 05）。

患者出院1个月后，研究组SAS评分低于对照组

（t=-4. 913，P<0. 01），研究组 SAS评分≥60分的人数

占比低于对照组（41. 67% vs.  75. 00%，χ2=-13. 714，
P<0. 01）。

患者出院 1 个月后，研究组 SAS 评分低于患者

出院前（t=6. 967，P<0. 01），且研究组SAS评分≥60分

的人数占比低于患者出院前 SAS评分≥60分的人数

占比（41. 67% vs.  76. 67%，χ2=15. 211，P<0. 01）。

患者出院前和出院1个月后，对照组SAS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1. 465，P>0. 05），且患者出院前

和出院 1个月后，对照组 SAS评分≥60分的人数占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8. 33% vs.  75. 00%，χ2=0. 186，
P>0. 05）。见表2。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延续性护理教育后，研

究组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也低于患者出院前 SAS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延续性护理教育

可能有助于降低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

照顾者的焦虑水平。此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延续性护理教育对照顾者具有积极作用，可能

有助于增强其应对能力［5，13］，进而提升对患者的护

理质量［13，15］。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延续性护理教育

为照顾者提供了护理指导，同时得到了一定的社会

支持［16-17］。其中，护理指导主要通过护理知识和护

理技能来缓解照顾者技术层面的焦虑感［18-19］，社会

支持可缓解人际层面的焦虑感［20］，进而增强了照护

者的应对能力和相关技能。研究结果验证了延续

性护理教育具有积极的情绪缓冲或调解效应［21-22］，

研究组从患者出院当天开始接受延续性护理教育，

重点内容包括健康教育、提供在线咨询以及指导患

者功能锻炼。对照组在患者出院后，照顾者将独自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项　　目

年龄（岁）

性别［n（%）］

男性

女性

受教育程度［n（%）］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与患者的关系［n（%）］

儿女

父母

配偶

女婿/儿媳

兄弟姐妹

朋友

工作状态［n（%）］

全职

兼职

无业

研究组（n=60）
53. 40±7. 09

28（46. 67）
32（53. 33）

8（13. 33）
25（41. 67）
19（31. 67）

8（13. 33）

15（25. 00）
6（10. 00）

23（38. 33）
7（11. 67）
7（11. 67）

2（3. 33）

9（15. 00）
24（40. 00）
27（45. 00）

对照组（n=60）
51. 94±9. 59

26（43. 33）
34（56. 67）

9（15. 00）
24（40. 00）
20（33. 33）

7（11. 67）

15（25. 00）
9（15. 00）

22（36. 67）
7（11. 67）

5（8. 33）
2（3. 33）

10（16. 67）
22（36. 67）
28（47. 66）

t/χ2

2. 547

0. 168

0. 172

1. 022

0. 178

P

0. 125

0. 710

0. 870

0. 858

0. 868

表2　两组SAS评分和中度及以上焦虑检出情况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AS scores and detection of moderate or above anxie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　　别

研究组（n=60）
对照组（n=60）

t/χ2

P

SAS评分（分）

出院前

69. 15±17. 13
73. 72±17. 38

-1. 450
0. 150

出院1月后

57. 77±14. 08
70. 19±13. 60

-4. 913
<0. 010

t

6. 967
1. 465

P

<0. 010
0. 148

SAS评分≥60分的人数［n（%）］

出院前

46（76. 67）
47（78. 33）

-0. 048
0. 827

出院1个月后

25（41. 67）
45（75. 00）
-13. 714

<0. 010

χ2

15. 211
0. 186

P

<0. 010
0. 666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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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患者的术后康复护理。此外，本研究结果还

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即患者与照顾者在同一系统

中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机制［23-24］。

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出院 1 个月后，研究组

SAS 评分≥60 分的人数占比低于对照组，也低于患

者出院前研究组 SAS 评分≥60 分的人数占比，即延

续性护理教育可能有助于降低全机器人冠状动脉

搭桥术后患者照顾者中度及以上焦虑的人数比例，

提示延续性护理教育对接受全机器人冠状动脉搭

桥术患者照顾者具有一定的缓解焦虑情绪的作用。

既往研究也表明，持续性过渡期护理支持为照顾者

对患者给予高效照护提供了基础，帮助照顾者掌握

一定的护理技能，有助于患者出院后得到持续的、

高质量的护理［25］。此外，家庭随访和延续支持有助

于患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恢复社交生活，提高术

后生活质量［26-27］。延续性护理教育改善照顾者焦虑

情绪的效应机制，可能是持续的护理干预有利于建

立患者及其家庭成员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和协

作关系，减少患者出院后照顾者在对患者护理中可

能面临的问题［26］。延续性护理教育能为照顾者提

供更多的护理咨询和技能，增加护理应对能力。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教育可能有助于降低全

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照顾者的焦虑水平，

并为患者术后康复的护理管理提供参考。提示护

理教育和在线护理指导等干预活动，可能有助于降

低照顾者的焦虑严重程度，促进患者术后康复。本

研究局限性：由于取样和研究时间问题，研究的生

态效度和照顾者焦虑情绪改善的机理研究尚存在

局限，未来可进一步在真实世界考查延续性护理教

育对患者照顾者焦虑情绪的改善机制，以及照顾者

焦虑情绪对患者术后康复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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