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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具有高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

病患者的发展及预后有促进作用。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模型（HAPA）是一种较新的社会认知理论，分动机

阶段、意向阶段和行动阶段。该理论可用于 2型糖尿病（T2DM）相关行为的预测、解释、量表的编制、路径分析

及干预研究。运用HAPA模型预测、解释、分析糖尿病患者的行为，构建基于HAPA模型的护理干预方案及健

康教育方案，能够为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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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abetes mellitus is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diseases affecting the endocrine sys⁃
tem，associated to high morbidity，disability，and mortality rate. Active lifestyle interventions are
potentially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The 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model（HAPA）is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specifying motivational and volition⁃
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behavior，and the process of HAPA consists of a motivation，volition
and action phase. The HAPA model can be used in the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explanation，scale
development，path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 studies for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c⁃
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patients’behavior，a nursing and health edu⁃
cation plan based on the HAPA model is recommended for diabetes care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
search.
KEY WORDS： 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model；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health
education；health behavior change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

2019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的最新全球糖

尿病地图显示全球 20~79岁成人患糖尿病约 4. 63
亿，发病率约为 9. 3%［1］。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

为 2型糖尿病（T2DM）［2］，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居

世界首位［3］。相关研究［4］表明，积极生活方式干

预对糖尿病的发展及预后有正向促进作用。健

康行为的养成受社会认知领域多方面因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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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的影响［5］，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生活

方式干预有助于个体健康行为的养成。健康行动

过程取向理论模型（HAPA）是一种将健康行为划

分为动机、意向、行动阶段的社会认知模型［6］，本

研究对HAPA理论模型在T2DM患者护理中应用

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构建基于HAPA模型的

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模型提供参考。

1 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模型（HAPA）
概述

20世纪 9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 Schwarzer借
鉴Bandura［7］的“自我效能理论”提出了“健康行动

过程取向模式”即HAPA理论模型［8］（图 1）。HA⁃
PA理论是一种较新的社会认知理论模型，系统地

解释了健康行为从动机、意向、计划到行动产生及

行为维持的整个过程。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可细分为动机阶段、意向

阶段、行动阶段［9］。在 3个阶段中，不同的社会认

知因素都发挥重要作用。动机阶段又称为前意向

阶段，实行某行为的意向受风险感知、结果预期和

行动的自我效能影响。风险感知是指一个人对某

种特殊健康状况的风险感，这种风险有可能促使

他改变自己的健康行为；结果预期是指采取行为

所获得利益的感知；行动自我效能指的是执行行

为能力的信念。意向形成后，将进入意向阶段，该

阶段包括行动计划和应对计划。制定计划之后即

会根据计划开始接下来的行为，包括行动产生及

行为维持，也就是行动阶段。在意向和行动阶段，

行动自我效能和维持自我效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10］。维持自我效能是反应个体对本身有能力应

对潜在破坏预期行动障碍的信念；恢复自我效能

是反应个体克服挫折，从失败的尝试中恢复，制定

目标行为的能力。HAPA理论模型中的自我效能

具有阶段性，行动自我效能与意向的行为有关，维

持和恢复自我效能与行为的制定和维持有关。行

动计划其内涵是组织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与谁一起

做的预期行为；应对计划其内涵是识别可能破坏

预期行动的障碍，并产生管理或克服的计划。行

动计划和应对计划弥合了行动意图和行动行为之

间的鸿沟。

HAPA理论模型被认为是行为的产生、维持

和恢复持续不断地过程，并伴随特定的自我效能

来改善和维持健康行为。

2 HAPA理论模型的应用进展

2. 1 HAPA理论模型用于预测糖尿病相关健康

行为

HAPA理论模型是一种社会认知框架，可作

为改变 T2DM 饮食行为的健康教育指导框架。

Radtke等［11］认为在健康教育干预前，有必要在目

标人群中进行验证，以实现最优行为改变。Bidk⁃
hori等［12］运用HAPA理论模型分析了T2DM的意

向、结果预期、风险感知、行动自我效能、行动与应

对计划、维持和恢复自我效能感等指标，研究结果

表明HAPA模型能较好地预测T2DM的健康饮食

倾向。但是 Macphail等［13］在 T2DM 患者中运用

HAPA理论模型，探究以HAPA理论模型为基础

的健康饮食干预对T2DM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

HAPA理论模型可预测 T2DM患者的健康结局，

但未能成功改变其饮食行为。作者分析研究结果

不一致的潜在原因可能为该研究样本较一般人群

饮食控制更优和饮食结构更健康，因此无法检测

到饮食的明显变化。饮食和运动同属于改变糖尿

病患者健康的“五驾马车”，国内学者多将此理论

运用于促进体育锻炼［14］行为的预测，建议进一步

图1 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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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该领域研究，探究此理论在T2DM的饮食、运

动等健康行为方面的预测效果。

2. 2 基于HAPA理论模型编制糖尿病患者测量

量表

Rohani等［15］基于HAPA理论模型的变量开发

了用于T2DM健康行为的测量工具，该量表包含

7个维度：风险感知、行动自我效能、结果预期、意

向、维持自我效能、行动和应对计划、恢复自我效

能，Cronbach's α范围为 0. 65~0. 95，组内相关系

数为从 0. 71~0. 92，内部一致性可接受。 Rohani
等［16］同时利用HAPA模型，开发了一套用于评估

T2DM学生身体活动信念量表。Ranjbaran等［17］

编制一份用于评估 T2DM药物依从性量表，共 8
个维度，38个条目，量表 CVI＞0. 9，CVR＞0. 8，
Cronbach's α＞0. 7，组内相关系数＞0. 81。我们

可借鉴国外学者的方法，开发一套适宜中国糖尿

病患者行为的量表，也可将国外成熟的量表进行

语言文化调试及信效度验证。

2. 3 基于HAPA理论模型的干预方案在糖尿病

患者中的应用

Pinidiyapathirage 等［18］认为基于 HAPA 模型

的自我效能感和计划策略可以提高妊娠糖尿病女

性的体育锻炼水平。随着HAPA模型在糖尿病患

者健康行为改变中的有效应用，国内学者也逐步

开始将此理论应用于国内糖尿病患者。姜维

等［19］以HAPA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糖尿病患者的

自我管理行为方案，并与常规护理方法对比，结果

表明基于HAPA模型干预方案的实验组患者，糖

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和中文版

糖尿病痛苦量表（DDS）各维度结果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魏书萍［20］将HAPA理论

模型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应用于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通过评估干预对象所处的阶段：前意向阶段、

意向阶段、行动阶段，分别给与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结果表明HAPA理论模型指导下的护理干预

可促使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降低、控制体质量上

升，且能改善母婴结局。我国 60岁以上人群糖尿

病患病率为 20. 2%，约为成年人的 2倍［21］，老年糖

尿病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老年糖尿病患者因其

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是临床上处理较为棘手的

人群，建议可以尝试运用此理论改善老年糖尿病

患者的健康结局。

2. 4 HAPA模型用于解释分析糖尿病健康行为

的变化

Miller等［22］在工作场所对糖耐量异常的员工

进行为期 3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并通过HAPA
理论框架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行为差异进行分析，

结论认为行动计划、行动自我效能和维持自我效

能方面的变化组间差异显著。Ranjbaran等［17］应

用HAPA理论模型解释了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各种

认知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意向、行动自我效能、行

动 计 划 是 影 响 服 药 依 从 性 的 决 定 因 素 。

Shojaeizadeh等［23］对 T2DM患者饮食依从性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T2DM患者对饮食的不依从性极

高，意向、行动计划和饮食依从性障碍是影响

T2DM患者饮食依从性的绝对影响因素，因此在

设计此类干预措施时，应特别关注糖尿病教育患

者的独立影响因素。目前国内暂无应用HAPA模

型对糖尿病患者行为分析，但已经有多名学者将

HAPA理论模型应用到其他领域进行行为分析。

杜敏霞等［24］运用HAPA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村育龄

期妇女孕前保健服务利用行为。张持晨等［25］运用

HAPA模型对大学生在改善饮食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多数大学生处于改善饮食行为的行动阶

段，不同膳食阶段的大学生社会认知变量不同。

Tsui等［26］应用HAPA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中国男性

注射毒品的行为与其女性性伴侣使用避孕套的意

图有关。国内学者可继续加深HAPA理论模型的

研究，将此理论用于国内糖尿病领域中，分析糖尿

病患者各种认知因素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3 小结

生活方式干预能够提高糖尿病患者自我监测

能力，促进合理饮食和运动，降低空腹血糖水平。

糖尿病作为一种典型的慢性终身性疾病，是可以

通过对日常生活方式加以干预，达到有效控制血

糖的目的。健康心理学家认为生活方式和行为模

式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可以通过减少或消除危害

健康的行为，采取并坚持有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促进健康。近年来HAPA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新

兴的社会认知模型对行为的解释、预测、分析和干

预研究逐渐增多，在健康促进的各个领域广泛应

用。糖尿病的发展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国外在

2014年就有学者的研究［11，13］将HAPA模型应用于

糖尿病患者中，而中国最早的相关研究于 2018年
发表，将HAPA模型应用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27］。

随着HAPA在其他领域的有效干预，以及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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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随之带来的老年糖尿病患者逐渐增多，国内

学者可以逐步将HAPA理论模型运用在老年糖尿

病患者中，运用HAPA理论模型预测、解释、分析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相关行为，构建基于HAPA模

型的护理干预方案及健康教育方案，为老年糖尿

病患者的护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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