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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低风险疫区应用医院公众号加强冠心病 PCI 术患者

管理的研究 
廖卓琳  陈冬梅  吴藤清 

(广西桂东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广西梧州市  543001) 

摘要：目的：探讨新冠肺炎低风险疫区应用医院公众号加强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心血管内科 2021 年 1 月-2022

年 2 月 320 例冠心病 PCI 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每组各 160 例。对照组采用门诊常规管理，观察组在门诊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基于医院

公众号的线上预约挂号及复诊、查看检查结果、健康咨询、冠心病和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推广等为主导的患者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按时

复诊率、服药依从性及冠心病、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知晓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按时复诊率、服药依从性、冠心病及新冠肺炎防控相关

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冠肺炎低风险疫区应用医院公众号在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中，能显著提高患者按时复诊

率、服药依从性、冠心病及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知晓率，对有效预防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有重要意义，为

互联网+模式干预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医院公众号；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 

 

我国心血管病现患病人数 3.30 亿，其中冠心病 1100 万，是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疾病[1]。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冠 心病 发病率 日益 剧增且 年轻化 [2] 。 经皮冠 状动 脉介人 治 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目前治疗该病最为有效的

方法之一[3],PCI 术后仍需患者改善其定时复诊，遵医嘱坚持用药、

心理健康、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等良好生活方式,方可取

得理想的治疗效果。近几年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于智能手

机的普及，微信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基于微

信的护理方式也越来越被人重视，微信公众平台更是成为健康管理

传递信息与提供服务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冠肺炎低风险

疫区应用医院公众号加强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的效果，为疾病健

康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心血管内科 2021 年 1 月-2022 年 2 月冠心病实施 PCI

手术并且愿意接受随访的患者 320 例。其中男 252 例，女 68 例；

年龄 38～69 岁。冠脉病变情况：支架植入数量：1 枚 167 例，2

枚 109 例，≥3 枚 44 例。伴高血压 102 例，糖尿病 25 例，同时伴

有高血压、糖尿病 2 种的患者 44 例。将 320 例患者随机分组，每

组 160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纳

入标准：①经冠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并行 PCI 治疗；②术后使用冠

心病二级预防药物；③思维正常，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会使用智能

手机，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可独立或在协助下完成评估问卷；④知

情同意，自愿加入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心功能Ⅲ级及以上；②

有出血倾向、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肝硬化、未经治疗或未能控制的

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疾病；③伴有神经或精神疾病；④有严重感

染、恶性肿瘤；⑤有其他系统疾病、结缔组织疾病。剔除标准：研

究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无法随访：研究过程自行要求退出。 

1.2 方法 

两组均接受门诊常规管理，出院后第 1 个月、第 3 个月、第 6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和门诊复诊，内容主要包括：告知抗

血小板药物与他汀类调脂药的不良反应与症状，询问患者有无出现

不良反应；告知患者门诊复查时间和冠脉造影复查的重要性，督促

患者定期复查；告知患者冠心病相关危险因素，督促患者改变不良

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告知患者主管医生的联系方

式、门诊出诊时间，不适随诊。在此基础上，观察组采用基于医院

公众号的患者管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 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宣传科人员和信息科技术人员组建

队伍。由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负责应用医院公众号对冠心病 PCI 术

后患者的管理，宣传科人员负责发布公众号信息内容及问卷调查

表，信息科技术人员负责完善广西桂东人民医院公众号“在线咨询”

功能板块及广西桂东人民医院心内科公众号宣教、问卷调查等功能

板块等医院公众号平台维护工作。 

1.2.2 微信公众号平台运作。心血管病房内摆置心血管内科公众

号和广西桂东人民医院公众号二维码海报等，对冠心病 PCI 术后患

者住院期间由责任护士指导患者本人及患者家属关注公众号及如

何使用公众号的各项功能板块，包括同时教会患者查看广西桂东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公众号不定期推送心内科常见疾病的健康教育

视频、阅读定期推送的科普文章和使用公众号留言交流。 

1.2.3 患者复诊管理。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可在复诊前一天线上

预约挂号，诊疗所产生的费用通过“门诊缴费”直接手机付款，抽

血检验、辅助检查结果患者或家属均可在医院公众号平台“我的报

告”板块中查看。对于因为疫情等其他原因影响正常出行复诊的患

者可通过远程医疗服务由我院心血管内科在线专家一对一网络复

诊和健康咨询。帮助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增进与患者的互动与交流。 

1.2.4 互动交流。医院微信公众号人工客服提供 24h 人工咨询服

务，随时收集随访患者反馈的信息，帮助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增进

与患者的互动与交流。为保证回答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所有回复内

容由在线心内科医生回答，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反馈给患者。一般问

题 48 h 内回复，紧急问题即时回复。 

1.2.5 效果追踪。宣传科人员定期通过医院公众号平台发放给复

诊患者问卷调查表追踪。 

1.3 观察指标 

1.3.1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后按时复诊及

服药依从性。由随访护士指导填写《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患者依从性

问卷》[4]，其中服药依从性每题采用 4 级评分法，≥12 分为依从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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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 1、3、6 个月冠心病、新冠肺炎防控

相关知识知晓率。通过医院公众号平台发放给复诊患者问卷调查表

对数据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患者的护理结果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进行分析 ，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表示且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出院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后观察组按时服药、

按时复诊均较对照组高，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出院后 1、3、6 个月服药依从性比较（x±s） 

组别 例数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对照组 160 14.03±2.18 13.36±2.49 12.78±2.78 

观察组 160 15.38±1.44 15.07±1.76 14.81±2.11 

t 值  -6.536 -7.094 -7.357 

P 值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 1、3、6 个月按时复诊比较（例） 

组别 例数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对照组 160 138（85.25） 127（79.37） 113（70.62） 

观察组 160 155（96.9） 150（93.8） 146（91.3） 

c2 值  11.69 14.212 22.057 

P 值  0.001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出院后 1、3、6 个月冠心病、新冠肺炎防控相关

知识知晓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出院后 1、3、6 个月冠心病、新冠肺炎防控相关

知识知晓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对照组 160 140（87.5） 122（76.25） 111（69.38） 

观察组 160 156（97.5） 152（95） 148（92.5） 

c2 值  11.532 22.85 27.728 

P 值  0.001 0.000 0.000 

3 讨论 

PCI 治疗冠心病效果显著,PCI 术并不能持续有效地改善患者的

远期预后[5]。随着 4/5G、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全民使用移动端程

序已成为一大趋势，医疗移动终端的应用产业不断发展[6]， 随着现

代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微信进行交流,微信具有资

费低廉、沟通即时、交流形式多样等优点，以微信公众号平台为依

托，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再分配，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为 PCI 术后患者健康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7]。

结合新冠肺炎低风险疫区的特点，减少医院门诊人员聚集，本研究

采用医院公众号加强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对 PCI 术后患者实施出

院后延续的护理干预, 提高患者对危险因素认知, 提高遵医依从性, 

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医护患三方理解和沟通通过医院公众平台

进行院中、院后延续管理，开展健康评估、问卷调查、健康干预等

有利于提供用药干预、复诊咨询、心理护理等服务。因此,本研究结

果显示两组患者出院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后观察组按时服药、

按时复诊均较对照组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明显增加患者

按时复诊率，有效提高药物使用的合理性、规范性、依从性，从而

提高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健康管理效果。基于医院公众号平台对冠

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延续护理管理，弥补了传统延续性护理诸多不

足,首先借助微信平台可节约护理时间和护理成本,在各医疗单位具

有良好应用前景;其次,利用微信平台可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多

种形式传递信息,便于不同文化,程度和学习能力的患者获取其所需

要的知识,更可直观地进行医患信息沟通,极大的保证了护理的准确

性和专业性印;另外,患者借助微信平台可足不出户及时获得相关信

息，部分较难理解和记忆的知识点可反复阅读和学习,有助于提高患

者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且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对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进行管理可降低患者失访率和高拒访率,节省人力、物力。

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出院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后冠心病、

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知晓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基于医院公众号平台的延续护理管

理，使冠心病 PCI 患者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充分掌握冠心病、新冠

肺炎防控相关知识,坚持正确健康生后方式、保持平和心态,对有效

预防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发生并发症，降低再入院率。本研究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区，有效应用医院公众号平台加强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管理服务模式，解决了特殊时期冠心病 PCI 术后

患者来回奔波医院、NCP 风险高、挂号难、侯检时间长、与医生

沟通时间少的问题; 避免了因为疫情等影响出行到院按时复诊; 帮

助医院预检门诊分流，缓解了院内就诊压力;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性肺炎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低风险疫区应用医院公众号加强冠心病

PCI 术患者管理，能显著提高患者按时复诊率、服药依从性、冠心

病和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知晓率，提高患者的健康管理

能力，有效解决疫情防控期间患者不方便到院复诊，导致疾病不良

影响的问题，具有较高应用价值，为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延续护理

探索出一种简便、可行、规范、适应时代需求的护理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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