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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田嘉欣  王嘉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九医院心内科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目的:分析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实施康复治疗的效果。方法:选择本院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共计 70

例患者被纳入研究。采用随机方式对这些患者分组，组名设置为对照组、研究组，各分入患者 35 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常规

治疗的基础上，接受康复治疗。对两组治疗后 3 个月内的心绞痛发作情况、治疗前后的运动功能情况及对治疗的满意度进行评估，将各项

数据在组间进行对比。结果:研究组治疗后 3 个月内，心绞痛的发作频率明显比对照组低（P<0.05）。两组治疗前的运动功能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评分均有提升，研究组提升更为明显，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研究组对于治疗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在冠心病治疗中，常规治疗方法效果有限，在此基础上实施康复治疗能够更有效地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控制，促进其身体功能的恢复，

患者对这一治疗方法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可于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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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通常由冠状动脉

供血不足引起。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

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健康问题

之一。心绞痛是冠心病的一个常见症状，这一症状发作

时，患者会有突然、剧烈的胸痛感，疼痛通常位于胸骨

后部或左胸部，有时也可能向左肩、颈部、下颚或手臂

放射，并且还可能同时伴随呼吸困难、出汗等症状[1]。疼

痛通常在进行体力活动或情绪激动时发作，主要是因为

心脏缺血。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心绞痛发作不仅会让

其身体产生诸多不适感，影响其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

是其可能预示着心脏病变的严重程度，甚至可能引发心

肌梗死等严重后果[2]。因此，对这类疾病患者，必须及时

采取措施治疗。常规治疗重点在于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

测，为患者提供药物干预，措施不够全面，因而所发挥

的作用有限。为了更有效地促进患者身心状况的改善、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次研究提出在此基础上增加康

复治疗措施，现特针对这一治疗方法的应用效果展开分

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将此期间

本院所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作为分析对象，共计选

取 70 例。根据研究需要，对这些患者分组，组名设置为

对照组、研究组，分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两组各分入

患者 35 例。对照组中，有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5-82 岁，平均（68.33±2.27）岁；研究组中，有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6-82 岁，平均（68.41±2.22）

岁。利用统计软件分析两组上述资料，均未发现统计学

上的差异（P>0.05），提示可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措施包括：（1）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提供治疗药物，用于缓解其临床症状[3]；（2）加强对

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对异常情况进行针对性处理；（3）

为患者提供饮食及活动建议。 

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康复治疗措施。

包括：（1）组建康复治疗小组：选择科室内经验丰富的

医生作为小组成员，并从中选择一人作为组长，小组为

患者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在患者入院后，由组长组织，

让小组成员全面地分析患者的病历资料，评估其康复治

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形成个性

化的科学合理的康复治疗方案[4]。（2）健康宣教：考虑到

很多患者因缺乏对于冠心病心绞痛相关知识的认知而影

响到治疗的依从性，因此医生在治疗前，需要对患者进

行相关知识的宣教，包括疾病的发病原因、症状、治疗

方法等，提高患者的认识，同时鼓励患者就不明白的地

方进行提问，医生予以耐心解答。需要特别向患者说明

的是，康复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使患者能够有所警惕，

自觉做好对于自身的管理，并积极配合医生工作，降低

心绞痛发作的风险。（3）心理干预：因康复治疗的周期

比较长，患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身心压力，若是无法得

到及时的缓解或释放，会对治疗的顺利进展造成影响。

因此，医生除了要关注患者身体症状变化外，还要加强

对其心理状态的关注度。告知患者其所患疾病并非绝症，

只要积极配合治疗，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从而提升其治疗的信心。平常工作过程中，也要多关心

患者，多对患者进行疏导，帮助其减轻负面情绪，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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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积极配合治疗。（4）饮食及运动干预：嘱咐患在饮

食方面要以素食为主，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严格

控制盐、糖的摄入量，可多吃新鲜蔬菜，以维持心脑血

管健康。嘱咐患者在心绞痛发作期间，要卧床休养，待

症状缓解后，可逐步开展肢体运动锻炼，结合患者实际

情况，向其推荐适宜的锻炼方式，鼓励其在身体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坚持锻炼，以促进身体功能的恢复[5]。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后 3 个月内的心绞痛发作情况，具体统计

每周的发作次数。（2）治疗前后的运动功能情况。以自

制运动功能量表评估，满分 10 分，评分越高，为运动功

能越好。（3）治疗满意度。以自制满意度问卷调查，分

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种，满意度为非常满意和满

意患者所占比例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所用软件为 SPSS24.0，计量资料用（ sx ± ）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用（n）和（%）表示、X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后 3 个月内心绞痛发作频率比较 

治疗后 3 个月内，研究组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为

（1.63±0.25）次，对照组为（3.41±0.28）次，研究组

心绞痛发作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运动功能评分差异不明显（P>0.05）；

治疗后，评分均有提升，研究组提升幅度更大，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5 4.23±0.71 8.22±0.37 

对照组 35 4.35±0.69 6.15±0.26 

P  >0.05 <0.05 

2.3 两组治疗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对治疗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和对照组有较明

显的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n） 
满意（n）

不满意

（n） 

满意度

（%） 

研究组 35 22 12 1 97.14 

对照组 35 13 14 8 77.14 

P     <0.05 

3 讨论 

心绞痛是冠心病的一种常见症状，具有突发性，且

疼痛通常比较剧烈，需要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加以缓解
[6]。冠心病患者如果经常性有心绞痛发作或者发作持续时

间较长的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当前，临

床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普遍以药物治疗为主，虽然

药物能够在短时间内缓解不适症状，但无法长期有效。

基于此，本次研究提出在常规药物的基础上，对此类患

者实施康复治疗，通过专门的康复小组为患者提供健康

宣教、心理、饮食和运动指导等多方面的干预，旨在提

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自我管理能力，获得良好的远期

疗效。经研究发现，接受康复治疗的研究组和未接受康

复治疗的对照组在治疗后的心绞痛发作频率、运动功能

方面均有明显差异，研究组 3 个月内心绞痛发作频率更

低，运动功能评分更高，充分表明康复治疗的价值。此

外，研究还调查了两组患者对于治疗的满意度，结果研

究组也更高，表明增加康复治疗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患者

对治疗工作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治疗中，常规治疗方法效果有

限，在此基础上实施康复治疗能够更有效地对患者的病

症进行控制，促进其身体功能的恢复，患者对这一治疗

方法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可于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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