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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健康教育联合综合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疾病的认知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方法  抽取 100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探讨，随机

分组，对照组开展传统护理干预，实验组采取健康教育联合综合护理干预。结果  通过分析，实验组远远强于对照组，差异明显，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针对冠心病患者采取健康教育联合综合护理干预，提高遵医行为性，有效的控制血压，显著的提高治疗效果，改善生活

质量，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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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HD），属于临床多见

的心血管疾病，其患病率极高，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命安全[1]。不但

对病人身体产生不适，降低活动功能；同时还会加重心理负担，明

显的降低该生活质量，严重时死亡。所以，需要加强分析和实践，

逐渐的增强治疗此病的临床效果[2]。现抽取 100 例冠心病患者开展

综合护理联合健康教育，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体会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情况： 
抽取 2019 年 1-7 月收治的 200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分析，包括

男性 134 例，女性 66 例，年龄 60～90 岁，平均年龄（72.3±2.4）

岁，病程 1-9 年。纳入要求[3]：①采取心电图检查、动态超声图检

查等，并且根据病人的具体症状，诊断为冠心病；②排除认知功能

障碍、精神病史，能够完成问卷填写；③知情同意本次研究。平均

分成两组，经过对比所有病人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以及疾病等

一般情况，差异较小，(P>O．05)，存在对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选择一般护理干预，主要措施：健康知识教育，饮食干

预，和患者沟通，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实验组选择健康教育联合

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分为： 

1.2.1 健康教育内容：①入院健康教育。入院后护士对病人进行

基础健康宣教，主要内容有冠心病的发病机理，治疗措施，必要性

以及相关的禁忌事项，详细的为病人进行介绍。进而有效地提高病

人对疾病的认知，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保证临床效果。②心理干

预。按照患者的具体病情，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冠心病病程漫

长，容易反复发作，必须坚持长时间的服药，从而病人极易出现焦

虑，紧张的不良心理，并且有些病人治疗依从性差，不正确的服药，

造成疾病恶化[4]。护士需要积极和病人交流。在进行健康宣教的过

程中，给予及时的心理疏导。特别是长时间服药效果较差的病人，

为其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解除病人的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③远程健康教育。护士为病人发放健康教育的宣传册。用于病人的

日常生活学习，主要内容分为：掌握关心病的诱发因素以及与血压，

血糖之间的联系。此外，让病人掌握关心病的主要症状，病理特点

以及自救方法等。指导病人形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坚持低盐低

脂饮食。并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体能锻炼。出院后通过微信，电话

等途径进行远程健康教育，随时掌握病人饮食，运动以及心理状态

等情况。 

1.2.2 综合护理：①用药干预:由于关心病病程漫长，疾病难以

治愈，长时间的用药或者药物种类繁琐。患者容易忘记药物的服用

量与方法，依从性减弱，对于这种现象，护士应及时和患者以及家

属交流，告知用药的目的以及必要性，如果患者年龄较大，叮嘱家

属监督其服药，从而提很治疗依从性。如果患者药物较多，为了避

免其出现服药错误，把每天每次服用的药物名称，剂量，用法打印

出来交给家属，告知其监督患者每日药物服用，进而显著的增强服

药的依从性。②生活指导与饮食干预：患者入院后对企业实施饮食

干预以及生活指导。因为冠心病患者主要是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造成的相关文献报道，饮食以及生活行为，对于关心病患者的治疗

效果具有直接的影响[5]。所以患者住院后，护理人员为其介绍形成

科学健康的饮食方法，生活行为的目的以及必要性。规律饮食，按

时进餐，低盐低脂，饮食清淡，禁止暴饮暴食。少吃脂肪、热量及

盐分含量高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生冷、辛辣食品。多吃蔬菜和水

果以及维生素量丰富的食物。另外，指导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戒烟戒酒，适当的体育锻炼，如饭后散步，早晨快步走等。同时，

注意调节心情，保证心情愉悦，防止出现心理焦虑。③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应在专业医师或护士的指导下进行。护士应该按照每位患

者的病情以及身体机能，制定合理的康复锻炼方案。例如有氧训练、

力量训练、呼吸训练、室步行训练和放松性训练等，然而，应结合

病人的身体情况，掌握好运动强度，以患者可以接受为宜，禁忌过

于劳累，在活动过程中，注意做好保护工作，病人在锻炼时应有专

业的人员陪同和指导，病人训练完毕也应由一人陪同送至病床。相

关文献报道[6]，适量合理的的康复锻炼，可以增强患者的身体素质。

增强患者的心血管功能。康复训练结束后，护理人员需对其进行放

松训练，进而降低乳酸堆积，缓解肌肉酸痛感。在进行放松训练时，

可播放舒缓的音乐或对其进行按摩，从而促进周身血液循环，令其

能够达到身心完全放松的状态，更好的进行下一次训练。 

1．3 效果判断： 
评价护理效果时通过我科设计的疾病认知及自我管理问卷调

查进行，具体分为：服药规律、监测心率及血压、饮食调节、复查

规律、戒烟酒等遵医嘱行为。 

1．4 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 4-标准差(x±s)表示，统计分析使用 SPSS20．3

软件包完成，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自我管理能力，疾病认知等情况，治疗

组远远强于对照组，差异较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遵医嘱行为的比较(％) 

组别 例数 规律服药 监测血压 饮食控制 戒烟戒酒 复查规律 

治疗组 100 100（100%） 98（98%） 96（96%） 98（98%） 97（97%） 

对照组 100 87（87%） 83（83%） 78（78%） 87（87%） 85（85%）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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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主要是因为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或堵塞，造成心肌缺血，
缺氧，进而出现坏死的疾病，严重的降低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关的
文献报道，这种病人往往会出现恶心，呕吐，发汗，休克，心力衰
竭等表现[7]，此外还有相关资料报道：对于关心表心绞痛病人开展
健康教育，结合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提高病人对疾病的认识，增强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8]。健康教育联合综合护
理干预是一种科学化，合理化，个性化的多种形式的教育，主要是
为了缓解病人的不良心理以及不科学的行为习惯。该报告中，治疗
组病人开展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在病人入院后开展健康宣教的护
理，提升病人对疾病的认知，通过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不良心理，
加强其治疗依从性及治疗信心，患者出院后利用 QQ、微信等工具
给予患者远程健康教育，指导出院后的生活，促使病人形成科学规
律的生活方式，既然显著的控制病情，发挥良好的效果。本研究结
果显示，治疗组护理后在疾病认知及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情况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证明在常
规用药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冠心病患者实施综合护理与健康教育，
可以显著改善其治疗效果，提高其治疗总有效率，具有良好的临床
运用价值。 

综上所述，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应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
行健康教育和综合护理，让病人全面的掌握疾病产生的诱因，以及

相关的治疗方法，不仅能够明显的增强治疗依从性，同时促使患者
形成科学规律的生活方式，经常而明显的提高生活质量，有效的控
制病情，改善预后，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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