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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张丹丹  阮景景  尚璐璐通讯作者  尚盈盈 

(河南开封一五五医院 心血管内科  河南开封  475000)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研究时间段选择 2022 年 9 月~2023 年 9 月，对象为此期

间我院接收的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其中有 20 例采取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并设置为观察组；另外 20 例应用常规的护理方法，并设置

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以及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情况。结果：（1）观察组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三个生

活质量水平维度评分结果，均要显著性的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2）观察组 20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发

生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为 5.0%；对照组 20 例患者中有 5例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为 25.0%。组间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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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是一种常见而严重的心脏疾病，通常需要进行介入

治疗来减轻症状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仅仅进行物理治疗

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老年冠心病患者的需求，因此心理护理干预作为

一种综合治疗方式，逐渐被应用于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中。本文旨

在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段选择 2022 年 9 月~2023 年 9 月，对

象为此期间我院接收的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其中有 20 例采

取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并设置为观察组；另外 20 例应用常规的护

理方法，并设置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年

龄为 52~78 岁；平均年龄为（60.82±5.11）岁。对照患者男性 13

例，女性 7 例；年龄为 50~77 岁，平均年龄为（60.19±5.02）岁。

组 间 患 者 的 各 项 一 般 资 料 数 据 ， 差 异 未 呈 现 出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所给予的护理措施为饮食指导、心理干

预、健康教育、病情观察等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于此基础上再加

入心理护理干预措施：1）情绪支持和心理教育：通过与患者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和倾听，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和心理需求，提供情感

上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向患者提供关于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和治疗

信息，帮助患者了解病情和治疗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疑虑。 

2）应对策略培训：通过教授患者一些应对策略，帮助他们有效应

对冠心病的症状和治疗过程中的困难。例如，教授放松训练和深呼

吸技巧，以减轻焦虑和压力；教授认知重构和问题解决技巧，以提

升应对能力；教授适度锻炼和合理饮食的方法，以改善生活方式。 

3）行为疗法：通过行为疗法的方法，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习

惯和自我管理能力。例如，制定可行的康复计划和目标，帮助患者

建立良好的锻炼和饮食习惯；通过正向激励和奖励，增强患者坚持

治疗的动力和意愿。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以及不良心脏

事件发生情况。生活质量水平采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对患者的生

理功能、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三个维度进行评估，得分越高代表质

量越好。记录患者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选择 SPSS 23.0 作为此次研究的统计学处理

工具，结果数据分别以 sx ± 和%表示，行 t 与 X2 检验。结果以

<0.05 视作为差异具备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水平得分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三个生活质量水

平维度评分结果，均要显著性的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备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详细数据信息请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三项生活质量水平评估得分分析（ sx ±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20 21.55±1.07 20.81±1.25 20.56±1.33 

对照组 20 18.19±2.12 17.51±2.87 17.36±2.28 

t  3.851 4.027 4.115 

P  <0.05 <0.05 <0.05 

2.1 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情况分析 

观察组 20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为

5.0%；对照组 20 例患者中有 5 例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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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0%。组间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是一种通过介入手段（如冠状动脉扩张

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等）来改善老年患者冠心病的血液供应和

心脏功能的治疗方法。这些介入手段可以帮助恢复或改善冠状动脉

的血流，减少心肌缺血，从而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降低心

脏事件的发生[1]。心理护理干预是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过程中，

针对患者的心理需求和问题，提供心理支持和干预的护理措施。心

理护理干预旨在帮助患者应对和管理心脏病的心理影响，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促进康复和治疗效果的提升[2]。心理护理干预可以包括

情绪支持，通过倾听和交流，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帮助患者缓解焦

虑、恐惧和抑郁等不良情绪；心理教育，向患者提供冠心病的相关

知识和治疗信息，帮助患者理解病情和治疗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焦

虑和疑虑；应对策略培训，教授患者应对冠心病症状和治疗困难的

具体方法，提升应对能力；行为疗法，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习

惯和自我管理能力；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整合，与患者的家人和社

区进行沟通和合作，提供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整合等[3]。心理护理

干预的目标是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减轻不良情绪，提升自我

管理能力，促进康复和治疗效果的提升。同时，心理护理干预也需

要与医疗团队的其他成员（如心脏病专家、心理专家等）进行合作

和协调，以实现整体的护理效果。 

心理护理干预应用到对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的护理干预

不如，可以实现：1）缓解焦虑和抑郁：老年冠心病患者在进行介

入治疗前常常会感到焦虑和抑郁，担心手术的风险和后果。心理护

理干预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认知重构，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抑郁，

增强患者的心理抵抗力。一些研究表明，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降

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2）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老年冠心病患

者在进行介入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心理创伤、

自我否定等。心理护理干预通过开展心理教育和行为疗法，帮助患

者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心理信念，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研

究结果显示，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4]。3）

促进康复和治疗依从性：老年冠心病患者在进行介入治疗后，需要

遵守一定的康复措施和药物治疗，以促进恢复和控制病情。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患者可能存在治疗依从性不高的情况。心理护理干

预通过提供行为指导和支持，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康复和治疗依从

性，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护理干预能够

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5]。4）改善生活质量：老年冠心病患者

在进行介入治疗后，往往需要进行长期的康复和治疗，生活质量可

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心理护理干预通过提供心理支持和康复

指导，帮助患者调整生活方式和积极应对病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中常用的应用，具体

的干预方式还需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治疗需求进行调整和个性

化设计。在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时，护士和心理专业人员需要进行专

业培训和持续学习，以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护理服务。 

本次研究的结果数据中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

能与社会功能三个生活质量水平维度评分结果，均要显著性的优于

对照组患者。观察组 20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

发生率为 5.0%；对照组 20 例患者中有 5 例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

发生率为 25.0%。由引可见，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

患者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通过缓解焦虑和抑郁、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促进康复和治疗依从性以及改善生活质量，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综合提升患者的整体病情和生活质量。因此，在老年冠心病介入

治疗中，应该充分重视心理护理干预的应用，以更好地帮助患者实

现身心健康的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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