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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冠心病患者护理的过程中将心肺康复护理进行运用的作用。方法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选入患者 80 例，并进行 1

至 80 编号，取其中的 40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剩下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将心肺康复护理进行运用，作为观察组。

分析患者心肺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 结合对两组患者心肺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冠心病患者

护理的过程中将心肺功能康复护理进行运用可以促使患者心肺功能得到有效改善，促进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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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为心血管类病症中最为常见的病症类型，对患者健康所

造成的影响较大。且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冠心病的临床发生率

正以较快的速度在增加，且多数患者存在有心肺功能受损的情况，

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1-2]。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为促使患

者可以尽快得到恢复，更需要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促使患者新功

能得到恢复。将心肺功能康复护理运用到对该部分患者护理的过程

中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就主要对该护理形式的具体效果

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选入患者 80 例，并进行 1

至 80 编号，取其中的 40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护理，作为对

照组，在对剩下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将心肺康复护理进行运

用，作为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分布在 55—79 岁间，对应年龄均值为（61.23

±1.83）。而观察组中则存在有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

龄分布在 56—78 岁间，对应年龄均值为（62.47±1.29）。对比以上

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对应的护理干预工作均结合

临床规定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在恢复过程中对应

生命指标的变化情况，指导患者在恢复期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心肺康复护理干预进

行运用：（1）康复护理计划制定。在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

中，需要结合每位患者的特点以及病症的严重程度，对康复护理计

划进行制定。需要详细评估患者的体质情况、病症严重程度以及治

疗方案等。（2）呼吸功能训练。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需指导患者

及时展开呼吸功能训练。在患者恢复早期，可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

训练，最大限度吸气，维持 5 秒后，再缓慢将气体呼出，达到对肺

功能进行锻炼的目的。同时，可以指导患者及时展开扩胸运动或者

弯腰等方式，达到对呼吸功能进行锻炼的目的。对于恢复较好的患

者， 可以通过吹气球等方式，对自身的呼吸功能进行训练。同时，

还可以指导患者进行爬楼梯等有氧运动以及缩唇呼吸法等对呼吸

功能进行训练。（3）运动指导。该部分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

指导患者及时展开运动锻炼，达到促进自身各方面功能恢复的目

的。在运动方式以有氧运动为主，可以进行散步或者慢跑等，达到

锻炼的目的。同时，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打太极等，对于帮助患者心

肺功能恢复同样存在有作用。运动时间每日控制在 1 小时左右，在

运动过程中，若患者自我感觉存在有心跳加快以及呼吸急促等情

况，则需要及时进行休息，不得盲目进行运动训练。（4）心理疏导。

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出于对自身康复情况的担忧，难免会存在有

一定的负面心理，多表现为焦虑、紧张等，护理人员则需要及时和

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展开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达

到对患者心理状态改善的目的。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用力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以及患者护理满意

度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的对应数据都借助 SPSS22.0 进行处理，按照均值±标准

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测，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卡方检测，

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用力肺活量水平上，观察组为（3.73±0.23）L，对照组则为

（1.88±0.23）L，对比 t=11.762，P=0.001<0.05。在最大呼吸流量

上，观察组为（5.74±0.34），对照组则为（3.23±0.21），对比 t=12.002，

P=0.001<0.05。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 95.00%（38/40），对照

组则为 82.50%（33/40），对比 X2=7.873，P=0.001<0.05。 

3 讨论 

冠心病的诱发因素较为复杂，不健康生活习惯或者其他心血管

类病症等均可能诱发，在病症的作用下会促使患者存在有胸闷甚至

胸痛的症状，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且多数患者存在有心

肺功能受损的情况，在对该部分患者展开治疗的过程中更应当采取

有效的干预措施，促使患者的心肺功能得到恢复[3]。 

将心肺康复护理运用到该部分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及时指导患

者进行呼吸功能训练，并进行合理运动，可以达到促进患者进行恢

复的目的。 

总之，在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心肺康复护理

进行运用，促使患者心肺功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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