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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AP 的延续性护理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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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基于信息-知识-态度-实践（IKAP）理论的延续性护理模式在急性胰腺炎（AP）
患者康复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本院 120 例 AP 患者，以随机摸球为

基础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研究两个小组，观察例数相同，均为 60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基于 IKAP 的延续性

护理，收集两组护理数据比较护理效果。结果 两组入院时各指标对比并无明显差异（P＞0.05）；出院 6 个月，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 ESCA 量表中各评分（健康知识、自我概念、自我责任感、自我干预）更高，而情绪状态

评分（SDS、SAS）更低，组间对比（P＜0.05）；出院 6 个月后，研究组预后效果（复发、胰腺假性脓肿、胰腺

外分泌功能不全、胰瘘）更佳，组间对比（P＜0.05）。结论 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提

升急性胰腺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还可以改善患者负面情绪，降低复发风险，有利于其长远预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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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IKAP continuous ca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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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continuous nursing model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 knowledge - attitude - practice (IKAP) theory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P).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120 AP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study groups 
based on random ball-touching. The number of observed cases was the same, with 60 cases in both groups. Routine care 
and IKAP based continuous care were given respectively, and the nursing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admission (P > 0.05).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ESCA scale (health knowledge, self-concept, self-
responsibility, self-interven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while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state (SDS, SAS) were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inter-group (P < 0.05).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the prognosis (recurrence, pancreatic pseudoabscess, 
pancreatic exocrine insufficiency, pancreatic fistula) was better in the study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nursing mode based on IKAP theor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but also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reduce the risk of recurrence, and benefit their long-term 
prognosi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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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AP）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急症，

以其发病急骤、病情复杂多变、并发症多等特点，给患

者带来了极大的身心负担[1]。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进步，AP 的急性期治疗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患者出院

后的康复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延续性护理是医院与

家庭之间护理服务的桥梁，有助于促进患者康复，并预

防疾病复发[2]。但常规延续性护理往往缺乏系统性和个

性化，难以满足 AP 患者多样化的康复需求。信息-知
识-态度-实践（IKAP）理论是一种行为改变模型，强调

通过信息获取、知识积累、态度转变以及实践应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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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个体行为的积极改变[3]。将 IKAP 理论应用于 AP 患

者的延续性护理中，可通过系统化的护理干预，提升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其全面康复[4]。本研究将深入

探讨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模式在 AP 患者康

复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

依据，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本院 120 例

AP 患者，以随机摸球为基础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研

究两个小组，观察例数相同，均为 60 例。对照组中男

33 例，女 27 例，年龄 38～67 岁，年龄均值（46.71±
3.85）岁；发病原因：高脂血症 9 例、胆源性 28 例、

暴饮暴食 16 例、其他 7 例；研究组中男 31 例，女 29
例，年龄 35～68 岁，年龄均值（47.12±3.64）岁；发

病原因：高脂血症 9 例、胆源性 25 例、暴饮暴食 18
例、其他 8 例。2 组的基线资料进行对比 P﹥0.05。纳

入标准：①符合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标准，且经临床检查

确诊者。②年龄 18～70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

③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

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者。②存在

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者。③无法完成 6 个月随访者。

本研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医学伦理原则。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出院时的健康教育、发放健

康手册、定期电话随访等。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引入 IKAP 理论框架，实施延续性护理，详情如下：

（1）信息收集：入院 24h 内，由责任护士对患者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详细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

别）、疾病史（包括既往胰腺炎发作情况）、生活习惯

（饮食、运动、烟酒嗜好）、心理状态（焦虑、抑郁）

及家庭支持情况。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为患者建立电子

健康档案，记录每次随访的检查结果、症状变化、用药

情况等，实现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动态监测。通过家访或

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患者的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构成、

家属对患者病情的认知和支持程度，为后续护理计划

的制定提供依据。（2）知识教育：根据患者评估结果，

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例如，如患者饮食习惯不

良，则重点讲解低脂饮食的重要性；如患者有糖尿病合

并症，则加强血糖管理知识宣教。同时，制作 AP 相关

知识的视频教程、图文手册，并通过微信群聊、微信公

众号等推送，以方便患者随时学习。每月定期举办一次

线上或线下专家讲座，邀请消化内科专家讲解 AP 的最

新治疗进展、康复注意事项，鼓励患者及家属积极参与。

每周通过微信群或短信平台分享一位成功康复的急性

胰腺炎患者故事，以增强患者信心。此外，邀请专业医

师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指导患者学习深呼吸、冥想等

放松技巧，以放松身心，使其能够主动投入康复管理中。

（3）实践指导：结合患者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制定

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包括每日运动量、饮食菜谱、作息

时间表等。利用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表）监测患者的

心率、步数等生理指标，通过微信视频通话评估患者康

复进展，及时调整康复计划。每月组织一次线下或线上

患者互助小组活动，邀请康复良好的患者分享经验，鼓

励新患者提问和交流，以解答患者疑问，形成良好的康

复氛围。两组患者持续干预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自我管理能力：于入院时、出院 6 个月后，

采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ESCA）分别评估两组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量表主要评估健康知识、自我概念、自我

责任感、自我干预四个方面，评分范围 0～172 分，评

分越高则自我管理能力越强。 
（2）情绪状态：于入院时、出院 6 个月后，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评

估两组患者情绪状态，两项评分的评分范围均为 20～
80 分，得分越高则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3）远期预后：两组患者随访 6 个月，记录随访

期间复发、胰腺假性脓肿、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瘘

的发生情况并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t 验证，计数资料

用（%）表示，χ2 验证，若 P＜0.05 说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60 例患者，入院时，对照组健

康知识（22.24±5.37）分、自我概念（25.29±4.65）分、

自我责任感（15.52±5.14）分、自我干预（30.58±5.64）
分；研究组健康知识（22.31±5.29）分、自我概念（25.36
±4.52）分、自我责任感（15.68±5.24）分、自我干预

（30.53±5.57）分，入院时，两组患者 ESCA 量表评

分对比无明显差异（t1=0.066，P1=0.948，t2=0.076，
P2=0.939，t3=0.154，P3=0.878，t4=0.045，P4=0.965，P
＞0.05）；出院 6 个月，对照组健康知识（26.58±8.23）
分、自我概念（28.69±8.19）分、自我责任感（17.81



张玉梅，沈娜                                                    IKAP 的延续性护理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价值分析 

- 13 - 

±8.72）分、自我干预（37.25±9.25）分；研究组健康

知识（30.74±8.29）分、自我概念（32.49±8.91）分、

自我责任感（22.16±8.67）分、自我干预（42.21±9.17）
分，出院 6 个月，研究组患者 ESCA 量表评分更高，

对比有差异（t1=2.518，P1=0.013，t2=2.220，P2=0.029，
t3=2.501，P3=0.014，t4=2.693，P4=0.008，P＜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情绪状态 
入院时，对照组 SAS（63.29±3.56）分、SDS（61.16

±3.47）分，研究组 SAS（62.78±3.59）分、SDS（62.02
±3.51）分；入院时，两组患者情绪状态评分对比无明

显差异（t1=0.713，P1=0.447，t2=1.232，P2=0.221，P＞
0.05）；出院 6 个月，对照组 SAS（47.38±2.85）分、

SDS（48.65±1.72）分，研究组 SAS（31.84±1.63）分、

SDS（31.65±1.57）分；出院 6 个月，研究组 SAS、
SDS 评分更低，对比有差异（t1=33.469，P1=0.001，
t2=51.618，P2=0.001，P＜0.05）。 

2.3 比较两组患者远期预后 
对照组复发 3（4.00%）例、胰腺假性脓肿 3（4.00%）

例、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 1（1.33%）例、胰瘘 2（2.67%）

例，总计 10.67%；研究组复发 3（4.00%）例、胰腺假

性脓肿 3（4.00%）例、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 1（1.33%）

例、胰瘘 2（2.67%）例，总计 10.67%，研究组远期预

后优于对照组，对比有差异（x2=4.807，P=0.028，P＜
0.05）。 

3 讨论 
AP 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急症，具有突发性、严

重性等特点，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对其心

理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5]。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AP 的治疗手段日益丰富，但如何有效促进患者康复、

减少复发，成为临床护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延续性

护理，作为院内护理向家庭护理的延伸，对于提升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改善情绪状态及优化远期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6]。虽然常规延续性护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出院后的管理质量，但其往往侧重于基本的健康教育

和电话随访，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因此，难以获得理

想护理效果。 
IKAP 理论强调从信息收集、知识教育、态度转变

到实践指导的全方位干预，旨在通过系统性和个性化

的护理策略，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7]。本研究结果

显示，出院 6 个月，研究组患者 ESCA 量表评分更高

（P＜0.05），表明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可有

效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其原因是：基于 IKAP 理论

的延续性护理通过全面评估患者情况，建立电子健康

档案，可精准掌握和动态监测患者信息，这为患者制定

个性化的教育计划提供了坚实基础[8]。通过针对性的知

识教育，有效提升了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其

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潜移默化增强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9]。同时，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和定期康复

进展评估，确保了实践指导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研究

还发现，出院 6 个月，研究组 SAS、SDS 评分更低（P
＜0.05），表明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在改善患

者负面情绪中有显著价值。其原因是：AP 患者常因病

情反复、疼痛难忍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IKAP
模式下的延续性护理不仅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更重

视其心理健康。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放松技巧训练，

可帮助患者提高情绪管理能力，从而减轻心理压力。通

过案例分享、互助小组活动，有助于增强患者康复信心，

加速其康复进程[10]。通过对比两组患者长期预后情况

发现，研究组长期预后优于对照组（P＜0.05），表明

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在改善患者预后中有重

要价值。这是因为 IKAP 模式对患者进行了全面、系

统、个性化的干预，有效减少了 AP 的复发风险，促进

了胰腺功能的恢复，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基于 IKAP 理论的延续性护理模式不

仅能够有效提升 AP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还能改善患

者负面情绪，为其长期康复和预后提供了有力保障，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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