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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照护者健康素养对患者自我护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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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及其照护者健康素养水平现况,并探讨双方健康素养水平对患者自我

护理的影响。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在郑州市 3 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 500 例老年 CHF 患

者及 500 名照护者为调查对象。 采用患者及照护者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心力衰竭特异性健康素养量表、2009 年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及中文版心力衰竭患者自我护理量表进行调查。 采用 SPSS
 

22.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数据类型,
分别采用 t 检验或 χ2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患者与照护者双方的健康素养与患者自护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双方的健康素养对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 结果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

者的健康素养与患者自我护理均呈显著正相关( r = 0. 757、0. 655,均 P< 0. 01)。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健康素养(β =
0. 405,P<0. 05)、照护者的健康素养(β= 0. 292,P<0. 01)均是影响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主要因素。 结论　 老年 CHF 患者及其

照护者高水平健康素养均可有效促进患者的自护能力。 临床医护人员需关注评估二者健康素养水平,将老年 CHF 照护者也

包含到心力衰竭治疗照护团队中,初步构建出针对照护者的健康宣教架构,进一步研究适合双方的健康素养干预方案,以期

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改善心力衰竭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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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
 

literac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their
 

caregivers,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ir
 

literacy
 

levels
 

on
 

patient′s
 

self-care.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500
 

caregivers
 

and
 

500
 

elderly
 

CHF
 

in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3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Zhengzhou
 

City.
 

Survey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F
 

specific
 

health
 

literacy
 

scale,
 

2009
 

Chinese
 

citizen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eart
 

failure
 

self-care
 

behavior
 

scale.
 

SPSS
 

statistics
 

22. 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For
 

different
 

data
 

types,
 

student′s
 

t
 

test
 

or
 

Chi-square
 

test
 

were
 

employed
 

for
 

intergroup
 

comparis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Multiple
 

linear
 

regres-
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on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Result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patient
 

and
 

caregiver
 

health
 

literac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tient′s
 

self-care
 

behaviors
 

(r = 0. 757,
 

0. 655,
 

both
 

P<0. 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health
 

literacy
 

levels
 

of
 

elderly
 

CHF
 

patients
 

(β= 0. 405,
 

P<
0. 05)

 

and
 

their
 

caregivers
 

(β = 0. 292,
 

P<0. 01)
 

wer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atient′s
 

self-care.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levels
 

of
 

elderly
 

CHF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can
 

promote
 

the
 

self-care
 

behaviors
 

of
 

patien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assess
 

their
 

health
 

literacy
 

levels.
 

The
 

caregiver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heart
 

failure
 

treatment
 

and
 

care
 

team
 

in
 

order
 

to
 

initially
 

establish
 

a
 

health
 

education
 

framework
 

for
 

the
 

caregivers.
 

And
 

the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program
 

suitable
 

for
 

both
 

sides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so
 

as
 

to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outcome
 

of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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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为心血

管疾病的严重、终末阶段,具有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
且住院时间长等特点,是 21 世纪心血管领域的两大挑

战之一[1] 。 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 2. 9 亿,其中

心力衰竭患者 450 万[2] 。 为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再入

院率及死亡率、提高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及生活质

量、降低疾病直接医疗成本,具备良好的自我护理(简
称自护)能力对于患者及其家庭都显得尤为重要[3,4] 。
患者自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健康素养水平[5,6] 。
CHF 人群中的老年患者因病程漫长且身体素质较差需

要长期照护,因此家庭照护者提供的支持对于维持老

年 CHF 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7] 。 国外研

究显示,除CHF 患者自身健康素养以外,其照护者健康

素养也与患者自护相关;并且具有较高读写能力的照

护者更有可能帮助患者完成高质量的自护行为[8] 。
然而国内针对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者健康素养的

研究起步较晚、鲜有报道,
 

且缺乏多中心、具有针对

性的现况研究,目前可以有效支持 CHF 患者照护者

的护理干预未见成熟。 本研究旨在了解郑州市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者的健康素养现况,并探讨两者对

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为提高患者及其照护者的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患者自护能力、改善疾病结局提供新

的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在

郑州市 3 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及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住院的 500 例老年 CHF 患者及 500 名照护者

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根据《中国心力衰竭诊

断和治疗指南 2014》 标准确诊为慢性心力衰竭;
(2)年龄≥60 岁;(3) 纽约心脏病协会(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心功能分级为Ⅱ ~ Ⅳ级;
(4)具有基本沟通交流能力。 排除标准:(1)严重的

精神或神经疾病(如严重中风、癫痫、帕金森病);
(2) 严重躯体疾病; ( 3) 严重听力或视力障碍;
(4)已接受过调查而再次入院。 照护者纳入标准:
(1)居家环境下为患者提供生活、情感和经济等无

偿照顾的主要负责人,本研究选择患者配偶或子女;
(2)具有基本沟通交流能力;(3)理解并自愿同意参

与本研究。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研
究对象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1. 2　 方法

　 　 调查员采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面对面地详

细讲解问卷填写方式及注意事项,并在填写过程中

及时准确地解答研究对象的所有疑问,确保每位研

究对象对所填问卷的每一条目内容均清晰理解,发
放的问卷均当场填写并回收。
1. 3　 调查工具

1. 3.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

及内容自行设计,包括 CHF 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
患者疾病相关资料[ NYHA 分级、左心室射血分数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s,
 

LVEF) 和再入院

次数]及照护者社会人口学资料 3 个部分。
1. 3. 2　 中文版心力衰竭特异性健康素养量表 　
Matsuoka 等[9]开发了心力衰竭特异性健康素养量

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eart
 

failure
 

specific
 

health
 

literacy
 

scale,
 

HF
 

Specific
 

HL
 

Scale) ,之后由 Yue
等[10] 对该量表进行汉化修订。 该量表分为 3 个

维度,共 12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Likert)4 级计分,
1 分表示“ 不适用” ,4 分表示“ 十分适用” ,量表

总分为 48 分,分数越高表示健康素养水平越好。
已经测试并确认了心力衰竭特异性健康素养量表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量表信度较好,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7。
1. 3. 3 　 2009 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 　 本

研究采用《全国健康素养监测手册》中 2009 年中国

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对本研究中照护者的健康素

养水平进行评估[11] 。 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33。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健康知识 15 题,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1 题,健康技能 4 题。 每答对

1 题计 1 分,总分 30 分。 正确回答 80%及以上调查

内容的调查对象视为具备健康素养[12] 。
1. 3. 4　 中文版心力衰竭自我护理量表　 中文版心

力衰竭自我护理量表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Riegel 等[13] 自我护理指数量表发展而来, 并于

2009 年进行了修订[14] ,用于评估 CHF 患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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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能力。 后由郭金玉等[15] 将该量表进行汉化,量
表 的 Cronbach′ s

 

α 系 数 为 0. 836, 内 容 效 度 为

0. 936。 该量表包括 3 个亚量表:自护维持量表、
自护管理量表及自护信心量表。 3 个亚量表可以

单独使用,每个亚量表可以根据公式[最后得分 =

(原始得分-最低分) / (最高分-最低分) × 100],转换为

0 ~ 100 分。 量表总分为 300 分,每个亚量表 70 分

以上表示患者自护能力较好。
1. 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录入 Epidata
 

3. 0 软件,录入

完成且检查无误后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例数

(百分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 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患者与照护者双方的健康素养与患者自护能

力的相关性。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双方的健康素养

对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 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 1　 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者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老年 CHF 患者 500 例,照护者

500 名。
老年 CHF 患者一般资料:均为汉族;男性 303

例,女性 197 例;年龄(72. 40±11. 06)岁;受教育程

度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为 12. 2% ( 61 / 500) ;从事务

农或其他体力劳动者为 42. 8%(214 / 500);农村居住

者为 47. 2%(236 / 500);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 元者

为 99. 8%(499 / 500);饮食习惯为低盐低脂饮食者为

67. 8%(339 / 500);NYHA 心功能为Ⅲ级或Ⅳ级者为

81. 0%(405 / 500);
 

LVEF≤40%为 58. 4%(292 / 500);
再入院次数≥3 次者 67. 4%(337 / 500)。

照护者一般资料:男性 336 例,女性 164 例;城

镇居 住 者 为 59. 6% ( 298 / 500 ); 脑 力 劳 动 者 为

50. 4% ( 252 / 500); 学历高中或中专及以上者为

66. 8%(334 / 500);照护者是患者子女者为 66. 4%
(332 / 500)。
2. 2　 老年 CHF 患者及照护者健康素养

　 　 患者健康素养总得分为(29. 34±7. 13)分。 其

中,患者功能性素养(12. 38±2. 94)分,互动性素养

(10. 49±2. 96)分,批判性素养(6. 57±2. 68)分。 照

护者的健康素养量表总得分为(25. 12±3. 57)分。 其

中,基本健康知识(12. 79±1. 96)分;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9. 26±1. 42)分;健康技能(3. 08±0. 72)分。
2. 3　 老年 CHF 患者的自护能力

　 　 患者自护总得分为(60. 23±15. 03)分,处于中低

水平。 其中,患者自护维持(51. 21±19. 03)分,自护管

理(64. 81±18. 79)分,自护信心(60. 23±15. 03)分。
2. 4　 老年 CHF 患者自护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将老年 CHF 患者的自护能力得分与健康素养

得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其中患者自护能力总

分与自身的功能性、互动性、批判性健康素养及健康

素养总得分均呈正相关(表 1)。 将患者的自护能力

得分与照护者的健康素养得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患者的自护总分与照护者的基本健康

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及健康素养总

得分均呈正相关(表 2)。
2. 5　 老年 CHF 患者的健康素养对其自护能力的

影响

　 　 将患者自护 3 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分别作为因

变量,将其健康素养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作为自变

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引入方程的

所有自变量的容忍度均 < 0. 1,方差膨胀系数为

1. 268 ~ 5. 050。 老年 CHF 患者的自护能力可正向

预测其功能性健康素养、批判性健康素养及健康

素养总得分(表 3) 。

表 1　 CHF 患者健康素养与自护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and
 

self-care
 

level
 

of
 

CHF
 

patients ( r)

Factor Self-care
 

maintenance Self-care
 

management Self-care
 

confidence Self-care P
 

value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0. 498 0. 490 0. 498 0. 591 <0. 01

Interactive
 

health
 

literacy 0. 464 0. 695 0. 668 0. 736 <0. 01

Critical
 

health
 

literacy 0. 524 0. 536 0. 409 0. 585 <0. 01

Health
 

literacy 0. 566 0. 684 0. 624 0. 757 <0. 01

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

·015·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　 2021 年 7 月 28 日 第 20 卷 第 7 期 Chin
 

J
 

Mult Organ Dis Elderly, Vol. 20,
 

No. 7,
 

July 28, 2021



表 2　 照护者健康素养与 CHF 患者自护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of
 

caregivers
 

and
 

self-care
 

level
 

of
 

CHF
 

patients
 

( r)

Factor Self-care
 

maintenance Self-care
 

management Self-care
 

confidence Self-care P
 

value

Basic
 

health
 

knowledge 0. 481 0. 564 0. 540 0. 655 <0. 01
Healthy

 

lifestyle
 

and
 

behavior 0. 281 0. 394 0. 451 0. 462 <0. 01
Health

 

skill 0. 379 0. 501 0. 445 0. 550 <0. 01
Health

 

literacy 0. 460 0. 586 0. 575 0. 668 <0. 01

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

表 3　 CHF 患者健康素养对自护能力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health
 

literacy
 

on
 

self-care
 

level
 

of
 

CHF
 

patients

Factor B SE Standardized
 

β t P
 

value

Constant 14. 105 1. 877 - 7. 515 <0. 01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1. 663 0. 310 0. 328 5. 373 <0. 01
Critical

 

health
 

literacy 0. 547 0. 273 0. 098 2. 001 <0. 01
Health

 

literacy 0. 855 0. 171 0. 405 4. 986 <0. 05

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
 

no
 

datum.

2. 6　 照护者的健康素养对 CHF 患者自护能力的

影响

　 　 将 CHF 患者的自护各维度得分分别作为因变

量,将其照护者健康素养各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纳

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引入方程的所有自

变量的容忍度均 < 0. 1,方差膨胀系数为 1. 002 ~
4. 760。 老年 CHF 照护者的基本健康知识得分及健康

素养总得分可正向预测患者的自护能力得分(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郑州市 CHF 患者的自护得分

处于中低水平,说明本组患者自护水平仍有较大可

提升空间。 患者自护 3 个维度得分情况,自护管理

维度得分最高,自护信心及自护维持维度得分偏低,
与郭金玉等[15] 和汪水清[16] 研究结果(前提条件为

患者的再入院次数≥ 2 次) 保持一致。 结合上述

研究,老年 CHF 患者因身体功能衰退,多伴有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

 

且因早已形成的思维习惯及记忆

力逐渐减退等原因,导致老年患者的自护信心较其

他年龄层患者偏低[17] ;另外,本研究中患者自护维

持水平最低,即患者处于一种被动的角色,治疗依从

性和对自身症状的监测能力较差。 因此临床医护人

员应重点培养患者的自护意识,使其清楚地认识到

自身对健康的需要,帮助老年 CHF 患者在心力衰竭

治疗、护理中转变自己的态度,变被动为主动,提高

治疗依从性。
老年 CHF 患者的健康素养越充足其自护能力

越强。 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显示,CHF 患者的健康

素养与自护能力相关[18-20] 。 本研究回归方程中,
CHF 患者的健康素养是其维持良好自护水平的重要

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水平不足的患者更可能难以理

解药品的标签及使用说明书,无法准确遵循药物相

关说明进行自身服药管理从而导致自我护理能力下

降[21,22] 。 然而另一研究显示,健康素养与 CHF 患者

自护信心不相关( r = 0. 201,P = 0. 083) [23] 。 分析其

原因可能为,此研究中使用的是简化版成人功能性

健康素养测试,与本研究中使用的心力衰竭特异性

健康素养量表不同,因此可能因测量工具不同,调查

结果也不同。 临床医护人员需通过评估老年 CHF
患者健康素养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及其照护者

提供与心力衰竭护理相关的较易被理解接受的信息

很有必要。 因此今后 CHF 患者的护理干预重点

需落在增强患者对医护人员提供的医疗信息的理解

及运用上。

表 4　 照护者健康素养对 CHF 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health
 

literacy
 

of
 

caregivers
 

on
 

self-care
 

level
 

of
 

CHF
 

patients

Factor B SE
 

Standardized
 

β t P
 

value

Constant -7. 967 3. 603 - -2. 211 <0. 05
Basic

 

health
 

knowledge 2. 914 0. 660 0. 380 4. 415 <0. 01
Health

 

literacy 1. 231 0. 363 0. 292 3. 394 <0. 01

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
 

no
 

d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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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F 照护者健康素养可有效促进患者自护能

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CHF 照护者健康素养水平越

高其所照护的 CHF 患者的自护能力也越高,这与国

外研究中 CHF 照护者对患者自护行为产生正面影

响相一致[24] 。 从照护者角度出发,良好的健康素养

提高了照护者对自身及患者健康状况的把握,有利

于双方对医疗决策的理解与配合[25] 。 当 CHF 患者

及其照护者均为低健康素养时,可导致患者理解和

遵循药物说明书更加困难,降低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及自护水平[26] 。 因此,提升照护者健康素养有助于

增强患者自护水平[27] 。 下一步将基于前期研究结

果及相关理论支持,初步构建出针对照护者的健康

宣教架构,帮助照护者以充分的心力衰竭相关治疗

及护理知识与积极的照护态度,参与到患者的心力

衰竭症状监测与管理中。
综上,本研究以郑州市 500 例老年 CHF 患者及

500 名照护者双方的健康素养作为切入点,探究患者

与其照护者的健康素养水平对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者双方的健

康素养水平均可促进患者自护行为的建立与维持。
患者及其照护者的健康素养与患者自护能力之间的

动态关系复杂,仍需进一步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应

增加对老年 CHF 患者及其照护者双方的健康素养干

预方案的构建,以更有效地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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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权威指南荟萃

曹丰1,2,3 ,刘传斌1,2,3 ,李天志2,3 ,张继彬1,2,3 ,范利1,2,3∗

( 1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2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3 解放军总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53)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群普遍易感。 老年人免疫功能减弱,且多合并慢性基础疾病,感染后往往进展迅速且多为重

症病例。 死亡病例也多见于老年人。 目前的诊疗方案主要针对普通成人,尚缺乏适用于老年人的防控指南。 本文在普通成

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的基础上,针对老年人群的特点,对目前发布的最新的权威指南中老年病区、养老机构及老

年人防控要点进行梳理,供基层医养机构参考。
【关键词】 　 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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