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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化康复护理在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讨 
顾敏洁  谢家湘*通讯作者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目的：研讨临床干预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期间执行整体化康复护理模式的护理效果及意义。方法：本次研究抽选本院心脏大血管外

科二病区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患者 100 例为样本，抽选时间范围介于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运用数字表将对象随机分成对比组和研讨组，

每组 50 例冠心病患者，常规护理模式用于对比组，整体化康复护理用于研讨组，比较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护理依从性。结果：研讨组

生活质量评价分数明显高于对比组，护理总依从性优于对比组，二组比较存在统计学研究意义，结果显示 P＜0.05。结论：和常规护理相比

较，整体化康复护理更适用于冠心病患者，在促进患者依从性、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有重要影响，临床应用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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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可致使静脉管腔发生狭窄变化，造成心肌缺血情况，

对患者的生命有危害性，疾病发生之后，患者多产生烦躁、焦

虑、恐惧等不良情绪，继而影响日常生活质量[1]。常规护理在缓

解冠心病患者病情方面有作用，但由于患者负性情绪严重，致

使临床效果不理想，除此之外，在促进身体康复进程方面的疗

效不佳，这与其服务理念不完善有密切关联。整体化康复护理

的实施原则是全面性、整体性，其实施宗旨即提高身体康复效

果，以减轻患者的家族经济负担[2]。本次研究以我院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间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患者为对象，讨论评

价整体化康复护理的临床运用效果及价值。总结研究详情并汇

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起始于 2022.5，2023.5 截止，对象是本院冠状动脉搭

桥术后患者，共纳入 100 例，按照数字表方法将纳入患者划分

成对比组 50 例和研讨组 50 例。对比组患者病程最短 8 个月，

最长 10 年，均值（5.62±1.23）年；年龄最小 49 岁，最大 67

岁，均值（59.34±2.61）岁；其中，男患者、女患者分别是 31

例和 19 例；NYHA 心功能分级：3 例 4 级心功能、25 例 3 级心

功能、22 例 2 级心功能。研讨组患者病程最短 8 个月，最长 10

年，均值（5.73±1.35）年；年龄最小 50 岁，最大 69 岁，均值

（59.48±2.53）岁；其中，男患者、女患者分别是 32 例和 18

例；NYHA 心功能分级：5 例 4 级心功能、24 例 3 级心功能、

21 例 2 级心功能。二组基本资料比较 P＞0.05，差异不明显，

有比较性。入组患者均同意在研究协议书上签字。 

1.2 方法 

运用常规护理干预对比组：向患者说明冠心病病机、病因、

治疗方案等，同时告诉患者日常饮食遵循低油、低盐原则，适

当增加摄入膳食纤维量，禁止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以水果、

蔬菜等为主要进食对象，确保患者身体营养状态良好；除此之

外，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监督，确保无自行换药、停药情况。 

运用整体化康复护理干预研讨组：（1）营养干预：对患者

疾病进程进行评估，调查患者的日常饮食喜好，以此为依据，

编制个性化膳食计划，告知患者保持多餐少食习惯，不食用辛

辣、油炸、烧烤等食物，说明低盐、低脂等进食准则可以对血

压、血脂进行控制，有减小冠脉再狭窄发生率作用。（2）指导

用药：向患者宣教按医嘱用药的意义，详细说明药物功效、名

称、用药时间、剂量等，同时告知患者药物有可能诱发的不良

反应，及应急处置方案，可以提高用药安全性。（3）情绪护理：

以床旁情绪护理对患者展开心理辅导，包括运用鼓励语言、认

真倾听患者诉求等，在此过程中，对患者的神志、表情等进行

观察，面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进行正确解答，同时向患者举例既

往预后效果良好的案例，可以消除患者的负性心理情绪，继而

提高患者依从性，促进康复护理效果。（4）运动干预：评估患

者的身体状态、病情恢复进程，以此为根据，为患者制定符合

其实际情况的运动方案，运动项目包括打太极拳、慢跑、骑自

行车、步行、体操等，可以使患者的运动耐力增强，运动规律

即每次 30min-60min，每周进行 3 次至 5 次，以 2-4 周/次频率

对患者的运动情况、心功能进行评估，以此为根据，对运动时

间、运动量、运动频率进行调整。 

1.3 观察指标 

（1）比较组间生活质量：以 SF-36 简易健康状况调查评估

表对患者的生理功能、情感职能、社会功能、精神健康展开评

价，各维度评分范围是 0 分-100 分，生活质量越理想，评分越

高。 

（2）比较组间护理依从性：患者积极配合护理操作为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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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配合护理的积极性不高，护理人员引导后可以配合为基本

依从；患者心理状态不佳，不配合护理操作为不依从；依从性+

基本依从性=总依从性。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统计处理方法是 SPSS21.0 系统，（ sx ± ）、（%）用

于描述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t、X2 用于验证计量资料与计数资

料；两组比较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研究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评估比较 

对比组生理功能评分、社会功能评分、情感职能评分、精

神健康评分较研讨组低，比较显示 P＜0.05。详情见表 1： 

表 1.生活质量评估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比组 50 80.67±4.12 79.26±5.73 82.53±5.19 84.65±4.88 

研讨组 50 86.39±5.81 83.51±6.22 86.48±6.27 90.37±5.86 

t - 5.6786 3.5534 3.4315 5.3038 

P - 0.0000 0.0006 0.0009 0.0000 

2.2 护理依从性调研比较 

对比组总护理依从性明显低于研讨组，比较显示 P＜0.05。

详情见表 2： 

表 2.护理依从性调研比较（%） 

组别 例数 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对比组 50 21（42.00） 18（36.00） 11（22.00） 39（78.00） 

研讨组 50 28（56.00） 19（38.00） 3（6.00） 47（94.00） 

X2 - - - - 5.3156 

P - - - - 0.0211 

3 讨论 

冠心病会影响心脏的供氧血功能，病因包括摄入多热量、

血脂异常、吸烟习惯、进食过多内脏食物、肥胖等，对患者的

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有重要影响[3]。药物方案可以缓解病情，减

少疾病发作频率，然而，大部分患者对疾病无正确认知，导致

其用药依从性受到影响，最终造成控制病情有效性不理想后果。

相关研究显示，采取优质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可以改善患者

认知水平低下、心理状态不良情况，从而改善了患者依从性，

提高了生活质量[4]。 

相比常规护理模式，整体化康复护理方案的科学性、合理

性更理想，可以为患者提供综合性的护理服务，利于促使患者

的精神恢复、体力恢复、社会功能恢复速度提升[5]。本次研究中，

研讨组的生活质量评价明显高于对比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研

究意义。提示整体化康复护理在治疗护理冠心病患者中有可行

性，且临床应用价值很高。分析发现，该护理方案实施过程中，

患者的运动、饮食、用药等方面均得到针对性干预，利于帮助

患者纠正不良生活行为，不健康饮食习惯，继而提高生活质量

[6]。研究显示，研讨组的临床依从性明显高于对比组，二组比较

有统计学研究意义。说明整体化康复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患者护

理期间发挥关键性作用，值得推广。分析原因：该护理方案运

用期间，为患者实施了健康宣教护理、情绪护理，患者认知疾

病、治疗护理方案的水平提升，负性情绪消除，护理依从性因

而提高。整体化康复护理的理论指导是生物-心理-社会，其重

视患者实际需求，可以使患者的社会属性、生物属性、心理属

性增强，患者合理需求得到满足，能够为患者提供全面、优质

的护理服务，在维持患者心理健康、提高免疫力、增强运动耐

力方面均有促进作用[7]。 

综上，以整体化康复护理方案干预冠心病患者时，其生活

质量改善，护理依从性提高，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广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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