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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IKAP）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status quo in China and abroad. It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and advantages of the IKAP model in management chronic disease of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ts application scope in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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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信息⁃知识⁃信念⁃行为（IKAP）模式的内涵、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指出 IKAP模式在慢性病管理中的重要性与优势，以拓

展其在慢性病管理以及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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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

中一项重要目标是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贯穿于全生

命周期，改善慢性病防控环境，降低因慢性病导致的过

早死亡 [1]。慢性病病程长、管理较为复杂，加之目前我

国医院 ⁃社区 ⁃家庭三方联动的延续性护理尚不成熟，

因此寻求真正适合慢性病病人的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

要 。 知 识 ⁃信 念 ⁃行 为（knowledge ⁃ attitude ⁃ practice，
KAP）理论是到目前为止用于解释个人知识和信念如

何能转变为健康行为的常用模式 [2]，在帮助慢性病病

人提升疾病认知，增强管理信念和改变不良行为等疾

病管理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信息 ⁃知识 ⁃信念 ⁃行为

（information ⁃ knowledge ⁃ attitude ⁃ practice，IKAP）模式

是国内学者在 KAP理论基础上结合病人自身情况，为

病人提供的个性化疾病管理方案。目前，针对 IKAP
模式在国内慢性病病人应用中的综述性文章尚少，故

本研究从慢性病流行病学特征、IAKP模式的内涵、国

内外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重点对 IKAP模式在国内

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今后

IKAP模式在我国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提供借鉴和

方向。

1 慢性病的概念及流行病学特征

1. 1 慢性病的概念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

表现为一种疾病长期持续存在的状态，具有病因复杂、

起病隐匿、病程较长、难以治愈、愈后较差等特点。慢

性病已成为全球死亡与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主要包

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糖尿病

4个类型。

1. 2 流行病学特征 我国慢性病的流行病学具有高

死亡率、高疾病负担、发病率快速增长的特点 [3]。截至

2012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85%，占早死人数的 75%，45%的慢性病病人于 70岁
以前去世 [4]。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心

脏病位列城乡死亡的前 4位。目前，慢性病造成的疾

病负担占我国总疾病负担的 70%，并且在未来 20年会

增长至 80%；其发病率的快速增长与多种因素相关，

除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广泛流行外，还与人们生活水平

不断增高、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经济因素，老年人口增

加、慢性病病人基数不断扩大的人口因素，以及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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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慢性病病人的生存期不

断延长的医疗服务因素均相关。

2 IKAP模式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IKAP模式是国内学者基于 KAP理论而延伸的一

种健康教育模式，KAP理论是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从认知到采取健康行为的一个成功

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ayo等于 1950年提出 [5]，

经 Gochman在其 1988年主编的《健康行为》中予以发

展,简称知信行理论。1999年，罗莎莉 [6]在 KAP理论

基础上，结合“以人为本”理念首次提出 IKAP模式，并

逐渐应用于慢性病、癌症围术期病人心理护理等领域，

取得了一定成效。她对 IKAP的定义为：信息，指护士

要了解病人需要什么；知识，指给予病人卫生保健知

识；信念，使病人产生重视健康的信念；行为，指病人有

维持和恢复健康的行动。

3 IKAP模式在慢性病中的应用现状

3. 1 国外 KAP模式在慢性病中的研究进展 KAP
理论起源于美国，应用领域较广，发展较成熟。KAP
理论在 20世纪中期主要用于教师对计划生育的认识、

态度和做法等的调查性研究 [7⁃8]，后期逐渐应用到高血

压、糖尿病的疾病管理中 [9⁃10]，但当时多以医师、护士对

高血压、糖尿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调查研究为主，

强调医护层面对慢性病的管理。21世纪初，人们开始

运用 KAP理论对慢性病病人进行干预，使病人加入疾

病管理中 ，进而促进其健康行为。Naeema 等 [11]将

KAP模式应用于门诊 2型糖尿病疾病管理中，证实

KAP模式健康教育有助于病人改善生活方式、良好地

控制血糖，这一结果与 Niroomanda等 [12]的研究结果一

致。Shailaja等 [13]通过对 2型糖尿病病人进行 KAP宣

教，证实该法能通过改善用药行为控制血糖。目前，国

外 KAP理论在慢性病病人中的应用仍然集中于糖尿

病、高血压领域的用药依从性方面，并逐渐扩展到老年

痴呆 [14]、乳腺癌 [15]等多个慢性病领域，通过家庭医生、

高级实践指导护士、初级保健中心的药剂师 [16]将 KAP
模式应用于慢性病病人，帮助病人更好地进行慢性病

管理。

3. 2 国内 IKAP模式在慢性病中的应用现状

3.2.1 应用领域

3.2.1.1 心脑血管疾病 吴惠等 [17]将 IKAP管理模式

应用于老年高血压病人，旨在改善老年高血压病人的

血压管理、生活质量和心理情况。吴双 [18]将 IKAP护

理模式应用于冠心病病人，旨在提高住院冠心病病人

的自我效能和遵医行为。黄正丽等 [19]将 IKAP模式应

用于住院冠心病病人，重点分析该模式对于住院冠心

病病人的应用价值。李影等 [20⁃22]将 IKAP护理模式应

用于脑卒中病人中，探讨其对脑卒中病人的生活质量

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李广霞 [23]将 IKAP理论应用于

社区帕金森病病人，实施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3.2.1.2 癌症 刘连弟等 [24⁃26]将基于 IKAP模式的健

康教育应用于胃癌围术期病人，探讨其对病人负性情

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胡岑等 [27]将 IKAP模式应用于

晚期胃癌疼痛的老年病人，探讨其对病人遵医行为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秦艳艳等 [28⁃29]将 IKAP模式护理干

预应用于乳腺癌化疗病人，探讨其对癌因性疲乏、睡眠

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李爽 [30]将 IKAP模式健康教

育应用于乳腺癌病人，探讨其对病人住院满意度的影

响。曹海艳 [31]将 IKAP模式健康教育应用于农村癌痛

病人，进行认知度的研究。石倩 [32]将 IKAP健康教育

模式应用于康复期癌症病人，探讨其应用效果。

3.2.1.3 代谢性疾病 饶正轩等 [33]将 IKAP管理模式

应用于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病人，对其自我效能进

行评价。符蝶等 [34]将 IKAP管理模式应用于糖尿病病

人诊疗过程，探讨其对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及健康

知识掌握情况。朱丽华等 [35]将 IKAP健康教育模式应

用于代谢综合征病人，旨在提高其依从性。敬泽慧

等 [36]在探讨 2型糖尿病慢性病管理中对 IKAP模式、格

林模式、“三师”共管模式等健康教育模式进行比较，指

出 IKAP模式在提高病人自我管理、自我评估能力方

面有重要作用。

3.2.1.4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孙敏 [37]运用 IKAP理论

对肺源性心脏病病人进行心理护理。Li等 [38]应用基于

IKAP理论探讨其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生活质量

的影响。

3.2.2 应用方式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病人多单

独使用 IKAP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胃癌、乳腺癌等肿瘤

病人多使用 IKAP模式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护理干预。在单独应用方面，IKAP模式的应用

过程包括 4部分：①掌握病人基本信息，通过观察、交

流、询问、体检、查阅病历等多种途径了解和掌握一般

信息和病史；②讲授慢性病相关知识，通过面对面宣

教、发放健康手册、视频资料、知识讲座及多种途径传

播慢性病相关知识；③转变就医观念，通过电话随访、

家庭访视、邀请病人及其家属参与讨论治疗方案的制

定等，帮助病人转变错误的疾病管理观念，如用药、饮

食、生活习惯等；④促进健康行为，建立家庭支持，促进

病人变被动健康行为为主动健康行为。在单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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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AP模式过程中，责任护士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评

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结合

应用方面，胡岑等 [27]在对老年晚期胃癌癌性疼痛病人

采用动机性访谈联合 IKAP健康教育模式，将动机性

访谈贯穿于信息、知识、信念、行为 4个环节，每次访谈

30~40 min，了解病人情况，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增

强其对疾病治疗的积极态度，转变不良生活行为。李

爽 [30]利用 IKAP协同健康教育模式进行乳腺癌住院病

人满意度研究，在 IKAP模式上对病人和家属采用协

同教育方式，充分发挥专业医师和护士的协同作用，进

行健康教育，全面提高病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促进自

信心和健康行为的建立。在 IKAP模式基础上，结合

访谈、协同教育等方法能更好地帮助病人改善负性情

绪，调动病人的积极性，进而帮助病人建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构建家庭、社会等多方支持。

3.2.3 应用效果

3.2.3.1 提高疾病认知 IKAP模式强调疾病相关知

识和信息是建立积极、正确的信念与态度，进而改变健

康相关行为的基础，IKAP模式可在充分掌握病人信

息和个人需求的基础上，为病人制定具有针对性、个性

化、实用性的干预方案。研究显示，IKAP护理干预模

式能够提升慢性病病人对疾病的认知度以及自我管理

知识的掌握程度。程玉莲等 [39]对 136例社区老年高血

压病人实施 IKAP健康教育模式后分析，老年高血压

病人的高血压认知达标率高于干预前，干预前后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后老年病人在心

理调节、合理饮食、适宜运动、遵医用药、血压控制、定

期查体等方面的认知达标率高于干预前（P<0.01），这

一结果与邹小梅 [40]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IKAP
护理干预模式在改善高血压病病人的疾病相关认知方

面起重要作用。

3.2.3.2 增强自我效能 IKAP模式强调信念和态度

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而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于自己能

够取得成功的信念。在慢性病病人自我管理过程中，

自我效能是病人从知识转变为行为的持续动力因素。

研究显示，IKAP健康教育模式有助于提高慢性病病

人自我效能。杨桂芹等 [41]对 52例高血压脑出血病人

实施 IKAP模式健康教育后，干预组完全有信心的病

人占比高于对照组（P<0.05）。吴双 [18]在对冠心病病

人实施 IKAP模式护理干预后，干预组自我效能量表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李影 [20]对 40例脑

卒中病人的干预结果显示，实施 IKAP护理模式干预

的观察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由此可见，IKAP模式干预有助于提升高血压、冠心

病、脑卒中等慢性病病人的自我效能。

3.2.3.3 促进遵医行为 IKAP护理模式认为，促进健

康行为的转变是目标所在，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研

究显示，慢性病病人年龄以 40岁以上为主，且以女性

居多，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思想认知等因素的影

响，病人定期复查、戒除烟酒、监测病情变化、用药等遵

医行为较差。多项研究显示，IKAP健康教育模式能

够根据病人个人情况，通过一定的认知干预转变病人

的自我管理理念，进而推动病人不断提升遵医行为。

饶正轩等 [33]通过对 62例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病人

进行自我效能评估后，实施 IKAP模式干预，干预后观

察组自我管理行为问卷各维度评分和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 陈 秋 丽 [42]对 49 例 脑 梗 死 病 人 实 施

IKAP护理模式干预后结果显示，观察组病人饮食、运

动等行为总依从率高于对照组（P<0.05），与李影

等 [20⁃21]研究结果一致。胡岑等 [27]对 35例晚期癌症疼痛

老年病人进行 IKAP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完全遵医行

为以及部分遵医行为占比高于对照组，两组总依从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IKAP
模式干预有助于提高慢性病病人遵医行为。

3.2.3.4 缓解负性心理状态 慢性病病人病程长，存

在持续医疗费用支出等情况，病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多项研究显示，IKAP模

式能够有效改善慢性病病人的心理状态，提升其应对

疾病的积极态度，减少负性情绪。饶正轩等 [33]研究结

果显示，通过对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病人进行

IKAP模式护理干预，干预组病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明显下降,且低于对照组 (P<0.05)，这
一结果与吴惠等 [43]研究结果一致。刘连弟等 [24⁃25，44]对

胃癌围术期病人实行 IKAP模式护理干预结果显示，

干预后病人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 HAMD评

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干预组评分较对照组降低 (P<
0.05)。秦艳艳 [28]对乳腺癌病人实施 IKAP健康教育模

式干预后，观察组癌因性疲乏总分干预后较干预前明

显下降（P<0.001）；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评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这一结果与吴先群

等 [29，45]的研究结果一致。还有研究显示，采用 IKAP模

式对肺源性心脏病病人进行心理护理结果显示，两组

病人出院后心理问题评分均低于入院时，观察组与对

照组比较，病人出院前心理问题评分较入院时下降更

为明显（P<0.05）[24]。由此可见，IKAP模式干预有助

于缓解慢性病病人的负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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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改善生活质量 多项研究显示，IKAP模式护

理干预能够通过提升认识、增强信念和转变行为等改

善慢性病病人的生活质量。王倩等 [22]研究显示，KAP
干预后脑卒中病人生活质量量表（SIS）评分高于干预

前（P<0.001），干 预 组 SIS 评 分 高 于 对 照 组（P<
0.001）。杜爱萍 [46]对 30例脑卒中病人实施 IKAP模式

护理干预结果显示，干预后 6个月脑卒中病人的生活

质量评分高于干预前、干预后 3个月（P<0.05），且干

预组 SIS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此结果与李影 [20]

的研究结果一致。翁维华等 [47]在对胃癌病人实施

IKAP模式健康教育后，观察组病人的生存质量评分

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郑海英 [26]研究证实，IKAP模式护理干预后胃癌围术期

病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干预组病人健康调查简表（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胡岑等 [27]应用生命质量

量表 (QOL)评分对实施动机型访谈联合 IKAP模式干

预的病人及实施常规护理的病人进行生命质量测评，

干预后观察组 QOL评分高于对照组（P<0.001)。由

此可见，IKAP模式有助于改善脑卒中病人、癌症病人

的生活质量。

4 目前存在问题

第一，在应用领域方面，IKAP模式在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病人自我管理中应用较少；第二，在应用过程方

面，IKAP模式多单一应用，病人及其家属参与度较

低；第三，在应用效果方面，IKAP模式被证实在提高

慢性病病人疾病认知情况、增强自我效能、促进遵医行

为、缓解心理状态、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有明显作

用，但 IKAP模式与慢性病病人自我效能之间关系的

研究尚少，此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5 小结

IKAP模式是近年来较受人们关注的健康管理模

式，其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围绕生理、心理、社会适应

等个人情况，制定个性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健康管理

措施，在此过程中鼓励病人参与自身疾病管理，通过宣

教、交流互动、心理干预等方式，强化对疾病的认知，增

强健康信念，促进健康行为。未来国内学者应继续拓

展 IKAP模式在慢性病中的应用，探索 IKAP模式在提

高慢性病病人自我效能方面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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