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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护理应用健康教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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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相关数据调查表明，我国目前冠心病患者为 1100 万，也就是说，每 1000 个人中，其中

约 8 个人为冠心病，10 万个人中由于冠心病死亡的患者约 92 人，性别比较男性发生概率更高，冠心病是当前

影响人类健康的严重病症。本次就针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临床护理，实施健康教育的效果做深入分析。方法：

在调研当中纳入的调查主体都为老年冠心病患者，为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11 月到本医院科室就医的确定病例

患者，经过最终选入患者为 106 例，通过医院常用数字随机法将病例划分小组，对照组 53 例患者主要进行基

础护理，还有同样剩余例数患者是观察组，完成上述护理操作后，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在护理期间评估患者

焦虑、抑郁程度，对患者认知程度、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方面进行小组评估，并对此次患者心功能指标做组别

对比。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负性心理，在干预后患者该症状有所减轻，其中观

察组恢复情况更佳；对患者认知程度分析，观察组大部分患者可在询问下正确描述相关疾病知识，而且患者自

我效能有极大提升，对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对照组评分稍差；对小组病例护理后的心功能指标情况调查，显示

观察组更指标改善更为突出（P<0.05）。结论：对于老年冠心病的临床护理，加以健康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患者

疾病知识认知水平，而且可以帮助其缓解不良心理，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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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levant data survey shows that China's curr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re 11 million, 
that is to say, in every 1000 people, about 8 people a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100,000 people die due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bout 92 people, gender than male probability is highe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s a serious disease affecting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The survey subjects included in the 
survey are all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or the identified case patients who went 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from July 2021 to November 2022, After the final selection of 106 patients, Groups of cases by digital randomization 
in hospitals, Control group of 53 patients mainly underwent basic care, And the same remaining number of patients i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completing the above nursing operations, Health education for the patients, Assof patient anxiety, 
depression during care, Group assessment of patient cognition,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of the patients were also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two group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symptoms decreas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recovery,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uld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prominent (P <0.05). Conclusion: For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elderly,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ients' disease knowledge, and help them to alleviate their bad 
psychology,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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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主要为人的机体中由于冠状动脉血管出现

病变，进而诱发的一类心脏病症，此类症状的患者极易

出现心肌缺血、缺血，甚至发生坏死情况，多数患者年

龄均超过40岁。患上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症状有心绞痛、

心力衰竭，严重患者会发生猝死，患者的生活方式、不

良饮食习惯、环境等都会给临床治疗成效带来极大影响。

所以，在给患者治疗期间应该加强临床护理及疾病知识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此次就对选入的调查目标实施差

异性的护理方案，评估实施成效，详情如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中选入的病例都是老年冠心病患者，来院时

经过各项检查确定病症，于 2021 年 7 月，最晚 2022

年 11 月时间入院，确定例数为 106 例，经过数字随机

法将其划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前一组显示男性患者

居多，为 50 例，女性病例只有 3例，患者年龄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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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对，不高于 78岁，患病时间短为 3年，长为 10年。

后一组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比例是 30:23，患者年龄

在 60 岁至 77 岁之间，患病时间在 3至 11 年。在研究

中收集患者年龄、性别、病程、治疗经历等资料调研，

无显著对比性（P>0.05）。本次调研与医院医学理论

委员会批准要求一致的，病例入组标准：患者对本次

内容知晓，自愿配合研究；患者可正常交流；资料无

丢失状况。剔除标准：存在肝功能异常表现者；肾功

能疾病患者；神经系统严重病变者；存在癌症患者。

1.2 冠心病

1.2.1 冠心病概述

我们可以将心脏比作汽车装置中的发动机，当汽

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发动机的动力支持是非常关键

的，发动机可以正常工作时，需要充足的油料、正常通

行的供油管，当供油管发生堵塞，无法正常供油。发动

机会发生一系列故障，甚至直接“罢工”。人的心脏就

如同汽车发动机，血液比作“油料”，只有给其提供足

够的“油料”，才能保证其能够正常跳动，给心脏供应

血液的管道主要为冠状动脉，会在各因素长时间同时作

用下造成其变得狭窄，严重时直接闭塞，促使血液不能

正常供应血液，心脏长期处于血液供应不足状态，极易

出现心肌缺血、缺氧、坏死情况，进而诱发冠心病。

1.2.2 容易患上冠心病的人群

对大量的资料调查显示，存在下列危险因素的人

群极易发生冠心病，如大量吸烟，长时间喝酒，存在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患者，精神处于长期

紧绷状态等。另外，有些疾病的发生会因为年龄的增

长，疾病发病率也会上升，冠心病在年龄、性别方面

有显著的区别，家长中本身存在糖尿病等患病经历者，

此类人群极易发生冠心病 [1]。

1.3 方法

在此次调研当中，对照组患者主要给予基础护理

服务，护理工作人员需仔细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情况，

协助患者完成有关检测项目，给予正确的药学服务，

为患者创设舒适的休养空间。观察组患者也实施上述

操作，并配合健康教育干预。

（1）建立护理小组。安排超过 10 年工作经验的

护师为小组长，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护理工作人员为

组员，根据患者具体状况制定相应的教育内容，小组

成员落实健康教育工作 [2]。

（2）筛选相关资料制作成和疾病有关的视频，

组织患者、家属一起观看，将制作的健康宣传手册发

放给患者，内容有疾病急救要点、日常预防内容等。

在医院病房、走廊等醒目的位置粘贴疾病相关知识内

容，进而促使患者对自身病症有一个新的认知。

（3）定期开展疾病知识讲座，给患者介绍冠心

病具体症状、何因发病、治疗手段等。护理工作人员

要积极和患者互动，帮助患者解决遇到的各项治疗问

题，消除患者心中疑虑，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 [3]。

（4）饮食护理。护理工作人员需充分掌握患者

实际状况，对患者饮食加强控制与管理，告知患者少

吃油脂类饮食，控制盐的摄入量，日量应低于 6 克，

油脂量不超过25克，尽量少吃猪肉、动物内脏等食物，

这样有利于杜绝血液内脂肪含量增多，患者可以适量

摄入大蒜，可以改善血脂黏度情况，避免血栓形成。

多吃茄子等食物，能够控制胆固醇的吸收，促使胆固

醇有效排出体外。另外，应该告知患者要禁烟禁酒。

（5）患者病情稳定后，可以指导患者参加一些

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等，但是确保身体不会有严

重疲劳感，同时要注意休息，保证作息要规律，早睡

早起，养成规律的生活方式，还需要加强体重的控制，

保证血压处于正常水平。

1.4 观察指标

（1）评估负性心理，运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

量表方式对患者心理、情绪方面做全面调研，共计分

数为 56 分，在 14 分及以下，表示患者心理状态佳，

超过 14 分为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况。（2）使用医

院科制作的《冠心病认知及自我效能问卷调查表》对

患者认知程度、自我效能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日

常生活能力（ADL）量表调研患者生活品质。（3）对

患者护理前后的心功能指标方面做测定。

1.5 统计学方法

此项调研中医科室现有的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

对形成的资料实施计算，相关资料指标选择 t/χ2 验

证，组合数据有可比性为（P<0.05）。

2 结果

2.1对照组及观察组患者HAMA、HAMD评分结果对比

在未干预前，所有患者的 HAMA、HAMD 情况较

差，但组间无显著区别，在干预后，患者该项评分有

相应下降，两组结果显示观察组改善情况更为突出

（P<0.05），见表 1。

2.2 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自我效能及生活质

量评分结果对比

由于选入的都为老年患者，其认知水平较差，身

体各项组织、器官的退化，再加上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都会促使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鉴于此，对患者实施相

应护理服务，护理后给予综合评估，对照组有些患者

认知程度提升不明显，自我效能较差，相比较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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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突出（P<0.05），见表 2。

2.3 对照组及观察组患者心功能对比

冠心病的发生会导致患者的心功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为杜绝病症持续进展，实施针对性护理服务，

显示观察组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P<0.05），见表 3。

3 讨论

人的身体结构是极为复杂的，有多个器官、组织

等组成，其中心脏为重要的器官，更是人的身体正常

运行的关键，当心脏出现问题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

冠心病是属于高发病率病症，导致患者心肌氧供与氧

需处于不平衡状态，极易发生心肌梗死等心脏病。冠

心病带给患者的伤害性是极大的，除了会让患者深受

痛苦，更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会危及患者生命

安全，所以，必须加强冠心病的临床治疗，同时要配

合优质护理及健康教育，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保证

其治疗依从，有利于患者身体的早期康复。

此次研究中全部患者开展基础护理，观察组在该

过程中并加以健康教育，对患者护理后情况调研，结

果表明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良好，而且该组患者认知

程度、自我效能程度提升明显。

总体而言，在帮助老年冠心病患者控制疾病期间，

加以健康教育干预可以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保证

其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有利于身体的迅速转归。

参考文献：

[1] 苏常红 . 阶段性家属同步健康教育在老年冠合

病患者二级预防行为干预中的应用效果 [J]. 中国药物

与临床 ,2020,20(8):1388-1390.

[2] 李倩 , 厉红 , 马晖 , 等 . 新媒体的医护一体化健

康教育在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J]. 心脑血管

病防治 ,2020,20(2):226-229.

[3] 甄丽娜 . 循证护理在冠心病介入手术患者健康

教育中的价值 [J]. 中国医药指南 ,2020,18(18):275-276.

作者简介：

王丹（1991.04-  ），女，汉，陕西汉中人，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老年护理，康复护理。

表 1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HAMA、HAMD 评分对比分析 [n(%)]

组别 例数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3 29.16±3.59 13.85±3.22 29.64±3.81 14.65±3.62

观察组 53 29.84±3.75 9.47±2.38 30.03±3.42 9.36±2.49

t 0.953 7.963 0.554 8.765

p 0.341 0.000 0.58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程度、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分析（ x ±s）

项目 时间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认知程度 护理前 65.76±8.53 65.17±8.79 0.350 0.726

护理后 68.81±4.57 80.92±4.21 14.188 0.000

自我效能 护理前 57.56±3.35 57.11±3.63 0.663 0.508

护理后 59.12±3.84 75.59±3.71 22.456 0.000

生活质量 护理前 60.48±3.34 60.12±3.73 0.523 0.601

护理后 73.95±4.65 82.84±4.46 0.044 0.000

表 3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心功能评分对比分析 [n(%)]

组别 例数
BNP LVEF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3 184.93±18.42 138.45±13.66 51.83±5.34 67.16±6.63

观察组 53 185.04±18.31 117.22±12.36 51.79±5.76 75.09±7.56

t 0.030 8.389 0.037 5.741

p 0.975 0.000 0.92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