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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  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要：目的 研究冠心病患者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对其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8年11月-2019年11月期间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106例冠心病患者，将其分为两组，每组各53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焦虑程度评分、抑

郁程度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SAS评分和SDS评分分别为（18.65±3.12）分和（16.89±2.04）分，低于对照组的（28.48

±4.15）分和（25.34±2.84）分，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为（89.12±7.39）分，高于对照组的（81.41±7.12）分，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冠心病患者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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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类型，发病率高，病因复杂，

多发于中老年人。由于冠心病的病程较长，患者常出现负面心理反

应，进而加重患者的病情，降低其生活质量，形成恶性循环。因此，

必须采取一种安全有效的护理措施对冠心病患者进行干预，改善其

预后[1]。本次研究冠心病患者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对其心理状态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详细报道见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106

例冠心病患者，采取随机分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 53 例。对照组中男 28 例，女 25 例，年龄 45 岁-72 岁，平均年

龄为(54.34±4.15)岁；病程 1 年-4 年，平均病程为（2.45±1.04）年；

观察组中男 29 例，女 24 例，年龄 46 岁-69 岁，平均年龄为(53.64

±4.71)岁；病程 2 年-6 年，平均病程为（3.85±1.74）年；对比两

组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均符合冠心病的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患者及

其家属均知情，且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肝、肾

功能障碍的患者；（2）精神疾病患者；（3）伴有认知或意识障碍患

者。 

1.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包括用药指导、健康教育等。观察组应

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具体流程为：（1）移情易性法：患者入院后，

护理人员与患者积极交流，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喜好，播放舒缓的轻

音乐，缓解患者的焦虑、不安和紧张等消极情绪；（2）情志相胜法：

引导患者回忆愉快的生活经验，为患者讲一些幽默的故事，缓解患

者的抑郁情绪；（3）顺情解郁法：鼓励患者多交流、多沟通，学会

排解情绪，嘱咐家属多陪伴患者；（4）暗示法：在与患者交流时，

多鼓励、赞扬患者，耐心解答患者的问题，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疾

病的信心[2]。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评分。心理状态的评定标准：指

标包括焦虑程度评分、抑郁程度评分，分别参照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总分均为 100 分，评分越高，表明患者的

焦虑程度或抑郁程度越严重。生活质量的评定标准：参照生活质量

自评量表，总分为 100 分，评分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 

1.4统计学分析 

数据经 SPSS19.0 软件分析，计量、计数资料分别经 t、χ2 检

验，P<0.05 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差异均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低

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比较（x±s，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总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3 
52.43±

2.84 

28.48±

4.15 

49.63±

3.82 

25.34±

2.84 

观察组 53 
52.49±

2.77 

18.65±

3.12 

49.77±

3.31 

16.89±

2.04 

t - 0.110 13.783 0.202 17.592

P - 0.913 0.000 0.841 0.000 

2.2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生活质量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3 73.43±8.15 81.41±7.12 

观察组 53 73.15±8.46 89.12±7.39 

t - 0.174 5.469 

P - 0.863 0.000 

3讨论 

冠心病的发病率较高，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胸痛、发热、心衰

和休克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均

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除以上因素外，心理状态也是冠心病的危险

因素之一。 

情志护理干预属于中医的一种心理护理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冠

心病患者的护理中，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情志护理干预以患者的病

情为依据，通过安神静志和借情移情等措施，达到缓解抑郁和调畅

气机的目的。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的焦虑程度评分和

抑郁程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与常

规护理相比，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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