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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控制及心血管病的预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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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摘要：目的：分析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控制以及心血管病预防措施的临床价值。方法：研究于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集入院

就诊心血管患者 80 例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临床分组方式为双盲法，设置研究组（n=40 例）与对照组（n=40 例），研究组采用心血

管危险因素控制措施，加强心血管病预防，临床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控制效果，分析危险因素。结果：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各项不

良习惯指标数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P＜0.05；研究组患者各项心血管异常指标水平数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即 P＜0.05。结论：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其危险因素存在差异性，患者需要合理化控制危险因素，采取预防措施，防止

心血管疾病发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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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属于临床比较常见的内科疾病类型，疾病主要特点

是致残率以及致死率水平较高，疾病发病较急，病情实际发展较为

迅速，临床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控制病情，因此对人们生活质量以及

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近些年，伴随人们生活习惯改变以及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在逐年上升。基于此，临床确定

心血管危险因素，开展针对性预防措施可有效提高患者疾病确诊

率，患者可获得及时有效治疗，降低疾病发生率，患者致残率以及

致死率数值也可有效降低，受到临床医务人员的重视。本研究通过

对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集入院就诊 80 例心血管患者进行客

观性研究，临床采用控制危险因素以及预防措施，探讨患者疾病治

疗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于 2019 年 5 月-2021 年 5 月收集入院就诊心血管患者 80

例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临床分组方式为双盲法，设置研究组（n=40

例）与对照组（n=40 例），研究组患者中：23 例为男性，17 例为女

性，年龄范围值为 40-73 岁，平均年龄值为（56.5±5.8）岁；对照

组患者中：20 例为男性，20 例为女性，年龄范围值为 42-75 岁，

平均年龄值为（57.3±5.2）岁。通过比较临床资料，统计学上并无

差异，P＞0.05，可公平对比。 

1.2 方法 

危险因素：（1）绝对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中不能改变的危险

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以及家族病史等，结合临床研究数据，男性

患者在 60 岁前冠心病发作率相比于年龄产生正相关，患者年龄越

大，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数值越大；女性患者在绝经期后，产生冠心

病危险相比于绝经前会显著增加。（2）相对危险因素，首先是生理

机能部分，患者存在高血压、肥胖或者是糖尿病等；其次是行为危

险因素，患者日常习惯中，吸烟、高盐饮食或者是胆固醇摄入量较

多等。 

预防措施：健康教育措施，需要对心血管疾病发生高危人群进

行健康教育，宣传疾病相关知识，指导患者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进行必要性的身体运动，改善身体原发疾病程度，生活环境进行改

善，提倡社会和谐进步，人们可有效维持身心健康，降低疾病发生

率。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习惯影响指标，主要内容有吸烟率、熬夜率、

酗酒率、易怒率。 

对比两组患者心血管异常指标水平数值，主要内容有高舒张压

率、高收缩压率、高血糖率、高血脂率、高体重指数率。 

1.4 统计学处理 

全部有关的数据在进行统计处理时使用的是 SPSS24.0 软件，计

量资料在表示时选择的是（ sx ± ），相比予以 t 检验，P＜0.05 证

明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组间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习惯影响指标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吸烟率 7.50%、熬夜率 10.00%、酗酒率

15.00%、易怒率 7.50%，均低于对照组吸烟率 25.00%、熬夜率

30.00%、酗酒率 45.00%、易怒率 4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P

＜0.05，见表 1。 

表 1 组间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习惯影响指标（ sx ± ，%） 

 例数 吸烟率 熬夜率 酗酒率 易怒率 

研究组 40 3（7.50） 4（10.00） 6（15.00） 3（7.50）

对照组 40 10（25.00） 12（30.00） 18（45.00） 16（40.00）

X2 - 4.500 5.000 8.571 11.665 

P 值 - ＜0.05 ＜0.05 ＜0.05 ＜0.05 

2.2 组间对比两组患者心血管异常指标水平数值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各项心血管异常指标水平数值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P＜0.05，见表 2。 

表 2 组间对比两组患者心血管异常指标水平数值（ sx ± ，%） 

 例数 高舒张压率 高收缩压率 高血糖率 高血脂率 高体重指数率 

研究组 40 3（7.50） 4（10.00） 3（7.50） 2（5.00） 2（5.00） 

对照组 40 16（40.00） 17（42.50） 18（45.00） 16（40.00） 16（40.00） 

X2 - 11.665 10.912 14.527 14.050 14.050 

P 值 -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现阶段，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数值逐渐

上升，针对性医疗研究工作以及药物开发工作得到进展，但疾病预

防控制效果依然较差，主要原因是难以清晰和消除疾病发生危险因

素[1]。基于此，需要深入研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针对性调控，

避免不同危险因素影响疾病发生[2]。现阶段，心血管危险因素类型

比较多样，按照危害程度可以确定主要危险因素，主要有高血压、

高血脂等，上述因素是造成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键性因素，这些因

素在年龄增加同时风险也会增加，在性别分类上，男性发病率数值

高于女性，家族影响因素上遗传占比较大[3]。同时潜在危险因素也

存在，例如身体脂肪过多，或者是血液凝度数值较高，患者血管壁

功能较弱，睡眠质量较差等，上述因素也会影响心血管疾病发生和

治疗效果[4]。 

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可以确定是高血压、高血脂以及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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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经过大量研究数据证实，高血压以及高血脂患者产生心肌梗死

以及脑卒中危险系数相比于正常人数值会高 2-3 倍，生活习惯较差

患者产生冠心病以及心肌梗死风险程度也较高[5]。 

综上所述，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其危险因素存在差异性，患

者需要合理化控制危险因素，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心血管疾病发作，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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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美术绘画的学习中，也会对新奇事物产生好奇，而且学习的

过程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对学生的创造思维进行

训练时，可以进行情境创设，有效调动学生的素描兴趣，这是使学

生形成创造思维的一种有效路径。 

（三）引导想象，对学生的创造思维进行实践训练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训练，是一个需要长

期坚持的过程，因此，中职院校的素描教学中，教师要想良好的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要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在思考想象的过程

中逐渐激发创造力。在素描训练中，艺术作品的完整呈现需要有足

够的想象力，只有不断的想象，才能确保学生的思维处于始终活跃

的状态，这样作品的表达才不会过于生硬。素描是绘画中表达视觉

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只是要让学生掌握

素描的基本技能，还要让学生对素描作品所要传递的情感进行真实

表达，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将想象力的引导作为重点内容，从多维空间对学生的思维进行

训练，积极引导学生打破思维定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化发展。例如，

在素描训练过程中，教师以肖像画的某一部位为主题，让学生发挥

想象力，通过想象力描绘，创作素描作品，以“眼睛”为例，在素

描训练时，引导学生想象应该以怎样的形式从眼睛的构图上表达出

人的情绪，学生在进行创作时，可以使用多元化的创作手法，对现

实中的事物进行想象加工，通过不同的创作思维，展现出素描作品

中事物的独特形态以及属性等。这样学生的素描创作能力得到了一

定的提升，同时创造思维得到了锻炼。 

（四）借助案例教学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 

由于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抽象性的事物，无法直观的进行了解，

所以，要想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水平，教师在素描教学中，

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测评，结合评估的结果，了解学生在

素描方面的思维能力。这个过程教师可以使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引

入实际案例，使学生进行深层思考，激发创造潜能，进而使其创作

的素描作品更具新颖性，在情感表达和构思方面都能够展现出巧妙

性。借助案例教学，还可以引导学生以多元化角度展开思考，想到

别人想不到的地方，然后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表达技巧和思维方法，

这样在素描主题的表现上就能够更加独特。比如，在案例教学中，

以《听音室》为例，先让学生对这一作品进行赏析，通过观察、交

流以及独立思考，对作品阐述自己的理解。这幅作品中将苹果的尺

寸放大，将作品中苹果和房间的比例与现实中真实的比例关系形成

一个较强的对比，从而引发思考，给与作品中的物体一个全新的含

义。从作品的欣赏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然后再进行素描训练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由确定主题，然后通过作品赏析的启发，对真

实世界的事物产生新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对真实世界进行探索，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出独特的素描作品。 

（五）为学生有效设计创意练习，锻炼其思维能力 

教师在素描教学中，要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创意练习设计，通

过素描作品的创作实践，逐步锻炼其创造思维能力。对于中职学生

来讲，素描课程的学习主要是为以后从事绘画相关的工作打好基

础，其创造性水平决定了学生在这一方面的专业能力，对学生进行

创意练习，引导其更好的展现创造力，对其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帮

助。在创意练习设计时，教师可以引入“异形同构”，引导学生选

择某一主题确定合适的素描内容，在这个过程中重点思考想象形与

形之间的结构，通过发散聚合建立新的组合。教师在教学时，可以

先向学生介绍这种创作方法，然后引导其进行观察，同时以提问的

方式让学生进行思考：通过作品的观察，能够在其中看出哪些常见

的事物？这些事物如果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组合，会形成一幅怎

样的画面？引导学生进行素描创作。学生以此为基础尝试进行思

考，在素描作品中纷纷表现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诱导下，学生不

仅仅能够掌握扎实的素描技巧，对发散思维也能够有效培养。另外，

在教学中引入打散重组的绘画方式，这也是进行创造性绘画的一种

形式，主要是通过切割图形、打散重组的方式展现一种新的视觉形

象，为作品注入新的灵感。以这种方式进行素描创意练习，可以打

破学生固有的思维定势，并通过想象重组，呈现出更加出彩的作品。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够促使学生达到更高的绘画水

平，形成更高的审美追求，拥有鲜明的个性以及独到的艺术见解。

本文主要诠释了创造性思维和素描的含义、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素

描中的作用、素描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措施。通过思维创

造，学生整体的素描绘画水平得到较好的提升，这样在以后的工作

中也能够更好的进行研究，进而才能真正培养出能创作较高水准的

艺术作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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