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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行为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滕 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冠心病护理中 应用行为 护理的效果。 方法：选取 2022年 1月-2022年 5月笔者医院治疗的 80
例冠心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40例。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
础上 实施行为 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评分以 及自我效能评分。 结果：观察组护理
满意度为 96.7%，并发症发生率为 2.5%，明显优于 对照组，X2值分别为 6.3198、6.9874；观察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
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评分分别为 （72.31± 4.41）分、（78.31± 4.41）分、（79.31± 4.41）分、（78.31± 4.41）分，明
显高于 对照组，t值分别为 10.3156、10.3984、9.3154、9.8745；观察组自我效能评分为 （48.33± 5.41）分，明显高于 对
照组，t=11.1213，（P<0.05）。 结论：冠心病护理中 应用行为 护理模式可以 明显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
生率，对于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强化患者对自身疾病治疗的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 行为 护理模式可以 在冠心病护理中
全面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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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udy the Effect of Behavior Nursing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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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nursing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Ma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behavior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complication rat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self-efficacy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2.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x2 values of 6.3198 and 6.9874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rol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72.31 ± 4.41), (78.31 ± 4.41),
(79.31 ± 4.41) and (78.31 ± 4.41)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 values were
10.3156, 10.3984, 9.3154 and 9.8745 respectively; the self-efficac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8.33 ± 5.4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11.1213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nursing model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strengthening patients' self-confid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ir
own diseases. Behavioral nursing model can be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ehavioral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冠心病在临 床上 有较高的发病率。机体冠状动脉发生
粥样硬化，此时冠状动脉供给心肌细胞的血液和氧气不 足，
此种情况下 机体心脏容易出现病变，诱发心律失常、心绞
痛、心肌梗死等。 临 床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之 一 就是冠心
病，近几年来由于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 们 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临 床上 冠心病患者也 逐年增加[1-2]。 临 床上 针对
冠心病患者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并配合对应的护
理模式，这样才能确保治疗效果。但是大量临 床实践证实
冠心病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效果不 理想，对此本文选取
20 22年 1 月-20 22年 5月笔者医院治疗的 80 例冠心病患

者为 研究对象，探究冠心病护理中 应用行为 护理的效果。
所述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选取20 22年 1 月-20 22年 5月笔者医院治疗的 80 例

冠心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患者各 40 例。 对照组男女比例 25:15，最小年龄 61 岁，
最大 78岁，平均（65.31± 2.0 4）岁；观察组男女比例 24:16，
最小年龄 62岁，最大 79岁，平均（65.12± 2.41）岁。 两
组患者一 般资料差异不 大，（P>0 .0 5）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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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护理人 员落实对该组患者

的健康宣教，指导患者保持健康的饮食习 惯，注意疏导患
者不 良情绪，做好对患者的出院指导等。观察组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 实施行为 护理模式，详细如下 。 一 是患者责任 护
士在患者入院后帮助患者尽快熟悉周围环境，弄清楚病房
布局，消除患者初次入院的陌生感和紧张感，护理人 员要
主 动与 患者交 流，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确保患者可以 主
动配合护理人 员参与 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二 是护理人 员将
本科室自主 制作 的健康宣传手册发给患者，确保患者了 解
更多关于 冠心病的知识，做好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三 是护
理人 员要根据患者自身认知情况，落实对患者个 性化的健
康教育。 期间护理人 员可以 借助生动的肢体语言，降低患
者对冠心病发病机理的认知难度；四是加强对患者科学性
的用药指导。护理人 员要叮嘱患者不 要擅自更改用药方案，
严 格遵医嘱用药。患者的实际用药量可以 根据医嘱合理化
调整，但是所服用药物的剂量不 能超过其最大剂量。护理
人 员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为 其制定个 性化的运动方案，借
助科学合理的运动控制患者血糖和血脂水平，比如患者在
护理人 员的指导下 可以 慢跑、打太极拳、有氧健身操等。
患者在运动时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一 旦身体感到任 何不
适都要停止运动；五 是责任 护士要详细询问患者是否存在
不 健康的行为 习 惯，并引导患者改正这些 不 好的习 惯。 护
理人 员要嘱咐患者改正以 往重口味的饮食习 惯，鼓励患者
多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规律性的作 息时
间，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患者精力会更加充沛。患者出院
后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自己不 能随意更改服药剂量，
增强服药依从 性。 出院后患者要定期前往医院复查，鼓励
患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增强疾病治疗的自信心[3-4]。

1 .3观察指标
比较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

评分以 及自我效能评分。其中 生活质量评分主 要包括以 下
项目，分别是躯体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以 及情绪功
能[5-6]。

1 .4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用 SPSS19.0 软件 分析，计数资料 x2检验，

（%）表示；计量资料 t检验，（ sx  ）表示；数据比

较显著差异且 有统计学意义 用 P＜0 .0 5表示。

2 结果

2.1 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

组别 例数
非常
满意

满意
不 满
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15 25 20 66.7

观察组 40 45 13 2 96.7

X 2 6.3198

P < 0 .0 5

2.2 两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心脏
破裂

乳 头
肌断
裂

乳 头
肌功
能失
调

并发症发
生率

对照组 40 3 4 5 30 .0

观察组 40 0 1 0 2.5

X 2 6.9874

P < 0 .0 5

2.3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 sx  ）

2.4 两 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
见表 4。

表 4 两 组患者自我效能评分比较（n ， sx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36.1 1± 2.14 42.1 1±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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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40 35.32± 2.0 4 48.33± 5.41

t 1 0 .3474 11 .1213

P ＜0 .0 5 ＜0 .0 5

3 讨论

冠心病在临 床上 有较高的发病率，该疾病作 为 一 种慢
性病严 重降低了 患者生活质量。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 ，冠心病的治疗也 有了 质的飞跃，该疾病所
致的死亡 率也 在逐年下 降。但是如何进一 步提高冠心病患
者生存质量，防止疾病的复发成了 医疗卫生领域研究的重
点。 冠心病对患者生理和心理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患者承
受的心理压力较大，该疾病的发生与 多种因素有关，比如
性别、年龄、饮食习 惯、运动习 惯等，但是这些 因素很多
都是可以 控制的，加强对这些 可控因素的干预，可以 降低
冠心病并发症的发生率，进一 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7-8]。

临 床上 针对冠心病患者常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护理人
员需要做好对患者的心理护理、用药指导以 及健康宣教等，
所采取的护理措施带有很大的全面性，缺乏 针对性。常规
护理模式干预下 带来的护理效果依然不 理想。本次研究中
对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实施行为 护理模式，结合
患者实际情况落实对其全面化的针对护理。如今 如何落实
行为 护理措施已经成为 医疗卫生领域工作 人 员普遍关注
的问题[9-10 ]。

落实对冠心病患者行为 护理模式可以 增加患者对自
身疾病的了 解，护理人 员对患者进行行为 干预可促使其养
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比如规律性的作 息、健康的饮食习 惯
以 及合理化的运动习 惯等，能进一 步强化患者遵医嘱行为 ，
提高患者配合治疗的依从 性[1 1 ]。 本次研究中 对观察组患者
实施行为 干预模式，结果发现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6.7%，
并发症发生率为 2.5%，明显优于 对照组，X2分别为 6.3198、
6.9874；观察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
能评分分别为（72.31± 4.41）分、（78.31± 4.41）分、（79.31
± 4.41）分、（78.31± 4.41）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t值
分别为 10 .3156、10 .3984、9.3154、9.8745；观察组自我

效能评分为（48.33± 5.41）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t= 11 .1213，
（P< 0 .0 5）。 临 床护理工作 中 应用行为 护理模式，结合患
者存在的问题制定干预性护理对策，可以 增强患者行为 规
范的积极性。

综上 所述，临 床护理工作 中 纳入行为 护理模式有较好
的应用效果，可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提高自身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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