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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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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循证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其中对照组 50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 50 例患者采用循证护理，对比
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相关临床症状、负性情绪指标以及治疗依从性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
者的心绞痛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负性情绪指标及治疗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老年冠心病患者
的护理中，采用循证护理干预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疾病情况，提高患者的预后及治疗依从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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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往往左上肢或者心前区会出现放射性疼痛

症状，随着疾病的发展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大多数
患者在患病期间会发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严重者甚至会出现
心肌缺血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1]。对于该病
的治疗通常采用药物控制的方式，其能够缓解疾病的发作次数，但
是单纯采用药物难以达到理想的临床效果，同时该病多发于老年人
群体，用药依从性不高。从因此，对于该病患者需要给予全方面的
护理干预措施，结合患者的情况开展针对性的护理方案，使得患者
的复发率得到降低[2-3]。循证护理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方式，能够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使得患者获得更高的预
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本院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开展相应研究，根据

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50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
为 28：22；年龄在 45 岁至 8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3.16±2.57），
试验组 50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27：23；年龄在 46 岁至 80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63.11±2.52）岁，两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为本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干预，通过健康手册发放的

方式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同时实时监测患
者的病情发展，告知日常注意事项。 

试验组：为患者进行循证护理，具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组建循证护理小组，小组内的所有成员需要接受统一的培训，根
据患者的病史以及出现的临床症状制定出循证护理方案。在护理前
对冠心病及心绞痛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结合以往的资料找出护理
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通过将以
上资料和患者进行联系，做好细致的对比分析，结合患者的实际情
况制定出个性化的循证护理方案[4-5]。②健康教育。结合患者的文化
程度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宣教，让患者对自身的病情有着充足
的了解，同时告知患者所采用的治疗方式和护理操作流程，及时解
答患者存在的疑虑，缓解患者对疾病和治疗产生的恐慌感，让患者
能更好的接受治疗。③心理护理。患有该病的患者受到心绞痛的影
响，往往会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其在疾病的发病时会出现
较为剧烈的疼痛，这会很大程度上加剧患者的不良情绪，对患者的
疾病恢复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为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时，需要积
极的开展心理护理，保持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通过合理的科学
沟通技巧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同时积极的了解患者的内心诉求，
尽量给予满足，让患者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6]。④用药护理。
在为患者进行治疗时主要采用药物干预的方式，在护理时需要确保
患者能够根据医嘱用药，护理人员及家属需要对患者的用药行为进
行监督，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病情的效果。⑤疼痛护理。患者在发病
时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疼痛感，这时护理人员可以采用硝酸甘油来缓
解患者的疼痛感，假若患者的病情并未出现好转，则是可以采用肌
肉注射盐酸吗啡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在用药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患
者的状态。⑥运动指导。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进行有氧运动
的指导，根据恢复状态来制定出阶段化的运动计划，在患者病情初

步稳定之后可以让其开展被动的运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向着主动
运动进行转变，运动时注意运动量要适宜，不要太过剧烈[7-8]。⑦构
建循证护理评价体系。在为患者进行循证护理的过程中，需要建立
起相应的评价制度，对组内人员进行相应的考核，及时发现护理过
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进。 

1.3 观察指标 
（1）对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进行对比分析。

（2）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负性情绪改
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3）对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行对比分
析。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5.0 处理计数（χ2）和计量（T）资料，差异显著（P<0.05）。 
2 结果 
2.1 两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对比 
表 1 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均

没有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者的以上两项指标均
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对比 
心绞痛发作次数 发作持续时间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8.37±1.07 5.33±0.57 5.63±0.58 3.02±0.21 

试验组 50 8.26±1.11 5.09±0.37 5.61±0.51 2.89±0.16 

T  0.504 2.497 0.183 3.481 

P  0.615 0.014 0.855 0.001 
2.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对比 
表 2 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指标没有明显差异

（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者的以上两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对比 
SAS 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61.11±3.12 51.71±5.13 61.65±3.59 50.22±5.11 

试验组 50 61.23±3.16 40.66±6.13 61.68±3.62 40.39±5.02 

T  0.191 9.775 0.041 9.703 

P  0.848 0.000 0.966 0.000 
2.3 两组护理依从性对比 
表 3 结果：试验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为 96%，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 80%，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两组护理依从性对比 

组别 例数 十分依从 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50 23（46.00）17（34.00）10（20.00）40（80.00） 

试验组 50 28（56.00）20（40.00） 2（4.00） 48（96.00） 

χ2     6.060 

P     0.013 
3 讨论 
冠心病作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多发于老年人群体

中，患者往往会出现长期心肌缺氧等症状，假若不及时进行治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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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随着疾病的进展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不
良影响[9-11]。冠心病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硬化而导致的一种血管狭窄
及血管堵塞等临床反应，这会导致患者的心绞痛疾病发作，影响到
患者的生命健康，让患者感受到较大的痛苦。针对该病的治疗现如
今还没有根治的手段，只能够通过对症治疗的方式来控制疾病的发
展。循证护理作为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护理类型，在为患者进行循
证护理的过程中会结合以往的研究成功和相关临床实践内容，提前
总结在护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会对疾病造成影响的因素，
获得其中的循证证据[12]。根据这一内容提出相应的护理干预方式。
循证护理能够将临床上的护理问题、理论依据以及研究情况进行结
合，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应用理论知识以及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找
到最为适合患者的护理措施[13-15]。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
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均没有明显差异（P>0.05）；
护理后，试验组患者的以上两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
异显著（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指标没有明显
差异（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者的以上两项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试验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为
9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由此可知，循证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有着十分良好的应用，
究其原因在于，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面细致的
护理干预，结合患者在临床上出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护理干
预，让患者的整体护理质量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综上所述，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改善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的临床症状，使得患者的负性情绪得到缓解，提高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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