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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健康宣教应用在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患者围术期中所产生的重要性价值。方法：分析护理的对象是 70 例接受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其临床资料完整。将患者均等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单组的例数是 35 例。观察组接受健康宣教，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方式，比较指标：①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指标；②患者遵医嘱行为。结果：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得到明显改善，评分降低，P<0.05；观察组患者遵医嘱行为明显高于对照组，形成差异对比，P<0.05。结论：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患者
的护理期间，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对于稳定患者情绪，提升患者遵医嘱行为，对于疾病康复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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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心血管疾病，因患者冠状动脉狭

窄、闭塞等诱发心肌缺氧、缺血、梗死等造成。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术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方式，可以短时间内改善患者的心肌供血，
缓解发病症状。但患者的康复需要长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
要增加患者的认知，规避疾病的复发风险，才能保持最佳的康复状
态。本文分析健康宣教实施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患者护理中所产
生的积极价值，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课题分析开展于 2021 年 3 月-12 月，护理对象均确诊为冠心病，

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治疗，对本次分析知情、资料完整且全程
参与。抽取 70 例患者纳入护理小组内，排除患有其他慢性病、心
血管疾病、精神障碍等情况。按照随机的分组方式，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是 35 例。观察组：男女性别比例是 20:15，年
龄：36-73 岁，均值是（58.42±0.15）岁。对照组：男女性别比例
是 19:16，年龄：37-74 岁，均值是（61.29±0.43）岁。年龄、性别
数据未形成差异对比，P>0.05。 

1.2 护理方式 
1.2.1 对照组 
应用常规护理方法，讲解恢复期间的注意事项、饮食要点和用

药等。 
1.2.2 观察组 
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实施的流程如下：①成立护理小组。选

定护士长为组长，选择护理经验丰富、护理操作技能良好的护理人
员担任组员，定期开展组内培训与学习，使每名成员知晓健康宣教
的重要性、内容和实施具体途径等。全面分析每名患者的资料，要

根据患者的个体化差异和需求来制定可实现的护理方案。②健康宣
讲实施。健康宣教的内容有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发病原因、危险因
素等）、手术相关知识（流程、配合要点、预期康复效果）、康复期
间注意要点（饮食、用药、锻炼等）。制定健康手册发放给患者，
图文并茂对患者进行讲解，使患者仔细阅读。针对患者或家属的提
问要耐心解释，采用易懂的语言讲解，强化患者的认知。强调患者
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提升患者的遵医嘱行为，配合护理，帮助疾
病早期康复。③情绪干预。患者对疾病的陌生与对手术的恐慌会造
成较多的负面情绪，如焦虑、烦躁等，这些会对康复造成干扰。护
理人员要耐心给予情绪安抚，通过细心的解释、专业的护理和有好
的沟通来疏导患者的内心压力。 

1.3 评价指标 
①焦虑、抑郁情绪。选用两组量表对患者护理前、后所表现出

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选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与 SDS 抑郁自评量
表，两组量表的分值越高代表患者当前所产生的负面情绪越明显。 

②遵医嘱行为。评估患者经过护理干预后，主观的遵医嘱行为
情况，遵医嘱行为越好代表组内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对本次指标数据进行分析，选用软件是 SPSS24.0，指标数据表

述形式分别是率和（ sx ± ），差异对比工具是 2c 和 t。在检验结果
P<0.05 时可以认定数据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情绪评价指标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情绪明显平稳，焦虑、抑郁情绪得到明显

的改善，评分下降，P<0.05。 

表 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数据统计（分， sx ± ） 
SAS SD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5 59.14±1.32 20.41±1.04 57.93±0.38 21.63±0.39 
对照组/n=35 58.62±1.41 32.93±1.16 58.63±0.47 31.22±0.51 

t 0.36 23.61 0.14 14.68 
P P>0.05 P<0.05 P>0.05 P<0.05 

2.2 遵医嘱行为 
健康宣讲可以提升患者的遵医嘱行为，表 2 记录中，组间数据

形成对比，P<0.05。 
表 2  患者遵医嘱行为数据对比（n） 

组别 遵医嘱用药 健康饮食 健康作息 自我管理 
观察组
/n=35 

32 31 32 31 

对照组
/n=35 

27 25 27 24 

2c  13.78 10.33 12.48 11.68 
P P<0.05 P<0.05 P<0.05 P<0.05 
3 讨论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是临床上公认有效治疗冠心病的方式，可

以纠正心肌供血不足的情况，帮助患者疾病康复。为了稳定患者的
情绪状态，增加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提升预后效果，需要重视
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冠心病患者术后的康复管理非常重
要，护理人员要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让患者掌握更多的保健康复
知识，规避疾病的复发风险，改善预后。 

结合本次分析可知，观察组增加健康宣教，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情绪状态明显改善，遵医嘱行为优于对照
组，形成差异对比，代表健康宣教实施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护理
中非常重要。 

综上，将健康宣教实施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患者的护理中可
以提升患者的遵医嘱行为，改善情绪状态，对于促进疾病康复大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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