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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在冠心病病患治疗中以整体化康复护理模式实施干预的意义。方法：试验者是 2021.02 至 2022.03 在医院就医的冠心病病患数量共
80 例，采取数字奇偶法分组，一组设为对照组，组间病患数为 40 例，采用常规护理，另一组设为观察组，病例数量为 40 例，采用整体化康复护理，
比对组间护理指标差异。结果：观察组病患生存质量评分比对照组病患高，P＜0.05。结论：以整体化康复护理进行干预，可起到提升病患生存治疗
作用，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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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属于临床常见疾病类型，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出现病

变，促使动脉硬化而引起心肌发生缺血、缺氧等现象，病情严重时
还会导致患者心肌细胞出现缺血性坏死，具有易反复性发作、治愈
率低、发病率高等特点[1-2]。目前，在治疗方面临床大多以药物方式
施治，所需治疗周期较长，对于患者依从性有着较高要求，故而强
化护理干预，对纠正其错误认知，增强病患自我效能及提升康复效
果起着重要作用[3]。本次研究目的是分析以整体化康复护理对病患
施护的意义，现汇总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病例对象是 80 例冠心病病患，分组方式为数字奇偶法，对照

组：最高年龄 79 岁，最低年龄 45 岁，均龄 62.17±5.78 岁，有 25
例为男性病患，有 15 例为女性病患，患病时间最长为 8 年，患病
时间最短为 5 个月，患病时间平均 5.17±0.84 年；观察组：年龄及
均龄在 47 岁至 75 岁（61.75±5.24）岁，男女病患数量各 22 例及
18 例，患病时间 5 个月至 8 年，平均患病时间 5.24±0.91 年。对组
间基础资料展开分析后发现，P＞0.05，证实试验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基础性护理，常规对病患展开疾病知识内容宣

教，叮嘱病患在饮食上主要食用低脂、低糖及清淡类食物，定期展
开有氧运动等；观察组则采用整体化康复护理，措施为：（1）心理
方面干预：掌握病患生理及心理状态，结合其具体情况实施疏导干
预，对其不良情绪进行疏导；经主动与病患及家属交流、讲解疾病
相关知识、告知护理措施等方式，进一步增强病患对于疾病及护理

措施的了解，将疾病康复相关注意事项及需配合事项等内容告知病
患，促使其对于自身疾病康复有良好认知，进而以积极心态来面对
疾病；（2）饮食方面干预：结合病患机体状况与膳食爱好，合理对
饮食进行调整，确保营养供给充足同时，还需尽量满足病患饮食喜
好；结合营养结构合理安排饮食，重视荤素搭配，确保饮食均衡；
将饮食控制对疾病治疗的影响告知病患，促使其能够出院后自觉控
制饮食，形成良好饮食习惯；（3）运动方面干预：评估病患身体整
体状况，制定出针对性康复计划，在进行运动前叮嘱病患进行热身，
每次时间为 5min，主要展开太极拳、慢跑、散步等有氧运动，每次
运动时间为 40min，每周进行 3 次运动；之后结合病患恢复情况，
可适当增加运动量及运动时间。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生存质量，对比指标：a.心绞痛发作情况；b.心绞痛稳定状况；

c.躯体活动受限程度；d.疾病认知程度；e.治疗满意度，量表选取
SAQ 西雅图心绞痛量表，量表内含有五项维度，单项指标 100 分，
生活质量随得分增加反映更高。 

1.4 数据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展开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进行表示，检验以卡方值（x2）；计量资料以（`x±s）进行表
示，检验以 t 值，若组间和（或）组内数据结果显示为 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中数据所示，与施治前相比，观察组施治后生活质量评分

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施治前后组间生活质量（`x±s，分） 

心绞痛发作情况 心绞痛稳定状况 躯体活动受限程度 组别 例数 
施治前 施护后 施治前 施护后 施治前 施护后 

对照组 40 58.27±6.18 78.25±4.63 57.18±5.34 78.32±4.31 70.32±6.24 81.34±5.12 
观察组 40 58.94±6.05 84.32±5.12 57.63±5.62 85.63±4.06 70.78±5.79 86.49±4.65 

t 值 - 0.490 5.561 0.367 7.808 0.342 4.709 
P 值 - 0.626 0.000 0.715 0.000 0.733 0.000 

续表 
疾病认知程度 组别 例数 

施治前 施护后 
治疗满意度 

对照组 40 72.87±4.12 81.63±5.78 82.77±5.04 
观察组 40 73.02±4.65 89.24±6.54 91.32±2.41 

t 值 - 0.153 5.514 9.679 
P 值 - 0.879 0.000 0.000 

3 讨论 
目前，药物保守疗法作为临床治疗冠心病患者常用治疗措施，

然而对于少数血管严重狭窄者，则大多采取手术方式治疗，目的是
为了将血管狭窄状态解除，缓解疾病症状，然而由于受到创伤、栓
塞、炎症等因素的影响，此疾病并无根治方法，因此在治疗期间还
需展开有效护理，以此来控制疾病发展，将病患生命期限延长[4-5]。
在本次研究当中，经比对常规基础性护理及整体化康复护理在冠心
病病患治疗中的护理效果差异，发现观察组病患施护后生活质量评
分优于对照组病患，整体化康复护理是以全面性、整体性作为护理
原则，将加快病患康复进程作为护理目标，目的是帮助病患尽快恢
复到健康状态，将其应用在冠心病病患中，利于改善其生活质量，
回归至正常生活。 

综上所述，将整体化康复护理应用在冠心病病患治疗中，所得

到的护理效果较为确切，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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