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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心血管疾病严重影响着广大群体的生活质量，心脏康复已被证实可以有效改善疾病预后。我国心

脏康复起步较晚，且护士在心脏康复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我国部分医院已将心脏康复作为护理范围的一

种拓展，开展了由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这促进了护理水平的提升和护理学科的发展。然

而对于我国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护理门诊开展的整体现状上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对我国护士主导的
心脏康复门诊的发展现状、具体服务内容、综合效益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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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has be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dis-
eases. Cardiac rehabilitation started late in China, and n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Some hospitals in our country have take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s an extension of 
nursing scope, and carried out nursing out-patient service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specialized 
department led by nurses, which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level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nursing discipline. However, there is no report on the overall status quo of the nursing 
outpatient service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led by nurses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summa-
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specific service content, comprehensive benefits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ursing outpatient service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led by nur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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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1]，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8》概要，推算中国心血管病现病患

人数 2.9 亿，心血管病死亡率居疾病死亡率首位，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 40%以上。心脏康复在指南中作为

I 类推荐，被证明可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2]。而门诊心脏康复模式优于住院心脏康复模

式，且更适合我国的国情[3]。由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门诊可以有效地与患者沟通，也能分流医生的工作压

力[4] [5] [6] [7]。心脏康复护理门诊在国外很早就得到了开展并且效果较好[8]。如今，护理专业化的建设、

护理水平的提升、专科护士的发展及现代医学模式下人们对护理服务需求的提高均提示护士在医疗体系中的

发展急需完善[9]。欧洲心脏病学会(ESC)于 2012 年对《心血管病预防指南》进行了更新，在心血管疾病管

理中首次提出了一种由专科护士为主导的、有效的预防模式，并将这种预防模式放在了首要位置，充分突显

了护士在疾病预防中的核心地位[10]。《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指出，要将发展专科护士队伍，

提高专科护士管理水平，建立专科护士管理制度，开展延续性护理服务作为工作重心。专科护士通过护理门

诊提供专科护理服务，这一模式被证明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护理[11]，不仅满足了患者多

元化的健康需求，也提升了专科护士的实践能力和业务水平[12]。在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心脏康复体

系中，护理人员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发挥[13] [14] [15]。而在我国，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相对缺乏，心

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开展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查阅文献总结我国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

门诊的开展现状、服务内容及发展趋势，以为我国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门诊建设提供参考。 

2.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现状 

1)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开设情况：虽然心脏康复的好处已被广泛证实，但在陈齐等[16]对全国

10 个省份 76 所三级医院的调查中，仅有 16 所设有心脏康复中心或门诊，20 所制定了心脏康复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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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且心脏康复护理方案不尽完善。束嘉俊等[17]指出我国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开展率和被知晓率均

较低。究其原因归纳文献[18] [19] [20] [21]总结如下：我国心脏康复发展较晚，大多数医院缺乏专业的设

备与人才；我国的康复护理流程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心脏康复护理治疗的费用还未纳入医疗保

障制度中，缺乏社会支持。 
2)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就诊的主要人群：在国内外大量专家共识中[22]-[27]指出心脏康复的适应

症人群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患者、瓣膜手术患者、

稳定的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患者。但是在门诊就诊患者统计及文献分析中显示，冠状动脉

介入(PCI)治疗术后患者是心脏康复护理门诊的主要就诊人群[4] [28] [29] [30]，这提示今后要尽可能的将

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纳入康复门诊进行护理。 
3)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坐诊人员的入选标准：据楚姝等[16]指出已开展心脏康复相关护理专科门

诊的医院总结出坐诊的护理专家多有以下特征——工作年限超过 5 年的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本科及以

上学历；获得心脏康复专科护士证书；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人际沟通和团队建设能力；有 5 年以上学

生带教经历并且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知晓相关政策法规及伦理知识；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这与薛晶

等[29]的总结互为补充。 
4)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诊室的设置与布局：曹小翠等[27]、薛晶等[29]考虑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就

诊的便利性，门诊设置的位置接近心内科医疗诊室，诊室符合医院的规范和要求，并且张贴“心脏康复

护理专科门诊”提示牌，独立诊室内设施配备齐全，置有如办公电脑、实用模型(包括心脏结构模型教具

及弹力带)、听诊器、血压计、血糖仪、床、健康教育小册等。 
5)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就诊流程：就诊手续同医生门诊大致相同，据调查[30]，有的医院门诊

采用提前挂号(可采用线上预约挂号或现场指导挂号)，然后专科护士会选择床旁或是门诊的形式对病人及

其家属共同进行心脏康复指导，还有的医院会按照接诊、评估、康复、评价、延伸的康复护理路径进行

康复指导。由此可见，我国心脏康复护理门诊就诊流程不甚清晰、统一。 

3.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服务内容 

心脏康复护理门诊是病房住院就诊的一种拓展，心脏康复的门诊护理应紧跟心脏康复病房的治疗，

及时了解最新发布的心脏康复专家共识和临床指南，基于循证依据结合评判性护理思维和专业知识对患

者进行用药、饮食、心理、运动、戒烟的康复指导，从而有效的减少并发症，延缓疾病进展。结合《冠

心病心脏康复基层指南(2020 年)》[31]、《心房颤动患者心脏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3]、《慢性心力衰竭

心脏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6]对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作一概括： 
1) 用药指导：据医生诊断和开具的药物，对病人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包括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药物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判断、坚持服药不可随意停药减量。 
2) 运动处方：运动康复是心脏康复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在进行运动康复前需要评估患者的运动能力进

行风险的识别及分层，根据风险分层依据，制定合适的运动处方(运动频率、强度、时间、类型)，推荐运

动以慢跑、步行等有氧运动为主，辅以哑铃、沙袋举重等抗阻运动，瑜伽、太极拳等柔韧平衡性运动可作

为热身及运动后的整理活动。在运动康复过程中，注意监测患者的反应，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进行调

整或停止运动，教育患者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康复并且鼓励患者坚持锻炼，以提高运动耐力改善疾病结局。 
3) 饮食/营养处方：在评估患者营养状况的基础上作出营养诊断，继之制定合适的营养处方并且对实施

情况进行监测。建议病人控制每日摄入的总热量，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低盐低脂饮食，注意营养搭配合理。 
4) 戒烟等危险因素管理：包括疾病状态、心血管危险因素(是否肥胖，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合

并症，是否吸烟)、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因素、运动风险的分层评价等，这是进行康复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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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处方：评估患者的心理和精神情况，针对存在困扰的患者开展心理疏导，鼓励其表达内心的

真实感受，同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表示理解并且提出针对性的情绪管理建议。通过病友现身说法减轻患

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等。 

4.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综合效益 

1) 就患者层面而言：都冬梅等[32]认为能帮助患者获得个性化且全面的康复方案来进行健康的促进；

胡晓兰等[33]指出心脏康复护理门诊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就医依从性；蹇祥玉等[34]研究表明心脏康复护理

门诊能较好地衔接临床治疗后的复查与调养，督促患者定期复查，及时检查出异常情况并且给予对症处

理；薛晶等[35]发现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设置改善了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提高了护理满意度，增

强了患者的自我效能，降低了疾病复发率和再入院率；阳秀春等[36]认为专科护理门诊可以为患者减少医

疗支出费用从而减轻就医负担。 
2) 就护士层面而言：楚姝等[18]指出出院后的专科护理门诊使得护理服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病房，

护士的工作不仅输液和发药还可以结合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给予患者健康指导意见，大大丰富了护理的

内涵；顾妙娟等[37]研究提到专科护理门诊能促进康复专科护士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使得护士的能力和

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阳秀春等[36]认为护理人员由此获得了更高的职业价值感，护士的职业生涯规划和

发展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3) 就医生层面而言：郑莹等[38]分析了护理门诊促进了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合作，护士在医生诊疗之

后跟上康复指导，可以促进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薛晶等[33]还指出护理门诊可以分担医生门诊的压力提

供具体细致的疾病防治与保健知识，使病人得到有效的指导。 
以上 3 点可见，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开设，护士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也减轻了医生临床的工作压

力，还能满足患者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使得医、护、患各方共同获益。 

5.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发展趋势 

5.1. 相关管理规定的完善 

最近几年，专科护理门诊在我国的发展不断壮大，并且趋向于精细化，已成立的专科护理门诊包括

PICC 护理门诊、糖尿病护理门诊、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等[38]，虽然，门诊的设立已取得较好效果，但总

的来看我国对于专科护理门诊的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完整、规范、科学的护理门诊管理模式与医

疗保障措施，此外，对于护理门诊的收费标准仍然存在争议，这使得专科门诊护士的工作量难以与薪酬

挂钩[35]。因此，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管理和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的职责与

标准模式的明确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会得到有效的应对与解决。 

5.2.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坐诊人员的标准规范 

护理人员以健康教育者、领导者、指导者、督导者和协调者等多种角色[14]的身份贯穿于心脏康复全

过程，在心脏康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需专职专科专业的高水平人员坐诊。然而，对于坐

诊人员的培养方案与资质审定尚缺乏规范的标准。近年来，王玥玥等[28]、刘硕等[37]相继探讨康复护理

人员的培训规范，在将来对于心脏康复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应不断完善和规范，最终形成与我国国情相

适应的心脏康复专科护理人员的培养方案。 

5.3.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宣传的完善 

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近几年才兴起，尚处于摸索探究阶段，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血管疾

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且日趋年轻化，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因此，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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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医疗领域的重要分支。为了提高康复护理门诊的被知晓率，应积极主动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宣传：

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平台、官方网站进行康复护理门诊的宣传；有效利用医院的 LED 大屏进行宣传播放；

与医院宣传栏内张贴并发放心脏康复护理门诊宣传海报。 

6. 小结 

综上，充分发挥护士的作用，建立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对医生、护士、患者来说都具

有巨大效益。但我国护士主导的心脏康复专科护理门诊开展现状不甚理想，如何提升护理专业化水平、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脏康复护理门诊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心血管领域护理学科发展的重大挑战，仍需

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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