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2 ·基础护理· 

·87· 

浅谈冠心病患者的饮食指导及护理 
曾慧灵  詹念通讯作者 

长江航运总医院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目的：探讨冠心病患者的饮食指导及护理效果。方法：将我院 2019 年 1月- 2020 年 1 月 100 例冠心病患者，数字表随
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实施个体化饮食指导和护理。比较效果。结果：试验组护理满意度、不良心血管事
件发生率和对照组比较，P＜0.05。结论：冠心病患者实施个体化饮食指导和护理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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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冠心病的一种。近几年来，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冠心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本研究探析了个体化饮食指导和护理

在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100 例冠心病患者，数

字表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50。试验组年龄 45-80 岁，平

均（58.41±7.12）岁，发病时间 2-15 年，平均时间是（8.79

±1.83）年。男：女=34：16。对照组年龄 45-81 岁，平均（58.96

±7.89）岁，发病时间 2-15 年，平均时间是（8.96±1.89）

年。男：女=32：18。两组样本比较显示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实施个体化饮食指导和护理。 

第一，个体化饮食指导。(1)控制热量的总摄入量。根据

患者体重和劳动强度计算热量，制定食谱。（2）合理搭配饮

食。年过 40 的病人，即使血脂正常，也应均衡饮食，减少动

物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量，避免食用脂肪、动物肝脏、

大脑等食物，避免食用奶油、猪油、鱼子酱、蛋黄等。可以

多吃些低胆固醇食品，如豆制品，蛋清，鱼类等。油料选用

菜籽油和花生油，保证绿色健康饮食。（3）增加膳食纤维的

摄入量，多喝水。食用大量的粗粮，蔬菜，水果和蔬菜。饮

食纤维能吸收胆固醇，阻止其吸收。另外，它能使胆酸从粪

便中排出，防止便秘的发生。多喝水，可提高血液粘度，预

防血栓形成，促进人体代谢。（4）低盐、低钠；食盐中的钠

会造成水肿，引起高血压，增加血量，增加心脏负担。所以，

冠心病患者应清淡饮食，每日食盐应控制在 5 克以下，少吃

或不吃过咸的食物。（5）高质量的蛋白质。作为人体必需元

素的蛋白质，能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对患有冠心病的人来

说，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应该控制在每公斤体重不超过 1 g，

平时要多吃豆类和豆类。老年人可多吃鱼肉，鱼肉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容易消化。第二，护理指导。指导病人树立健康

行为：（1）有规律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身心过度劳

累对身体有害，尤其是剧烈的脑力劳动，会增加儿茶酚胺血

症，使动脉收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增强，心

肌耗氧量增加，诱发心绞痛，熬夜以维持充足的睡眠。(2)

遵医嘱用药。药物在调节病情方面有重要作用，需要严格遵

医嘱用药，避免减药和停药。(3)自觉养成坚持运动的良好习

惯，每天可进行适宜的运动，如太极拳、五禽戏等，保持身

心状况良好，跑步能增强心肺功能；短剧轻骑、轻骑可吸收

大量氧气，根据患者身体素质及医生建议，借助双腿的持续

运动，可改善血流，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不要马上洗澡，

因为热水会直接导致大范围的血管扩张，损害心功能。(4)

重视心理健康，做好自我心理调适，关心患者，多和患者沟

通，通过病情控制良好的案例鼓励患者，使其树立治疗信心。

（5）行为指导。护理人员通过对病人的引导与落实，了解病

人的不良行为，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使病人了解冠心病及

不良行为的危害，也认识到建立健康的行为方式是控制冠心

病的重要途径。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4.0 处理，计数 x2 教育，计量 T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试验组的护理满意度 100.00%比对照组 80.00%高(P＜

0.05)。 

2.2 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试验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试验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有 1 例，占 2.00%，而对照组

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7例，占 14.00%。 

3 讨论 

冠心病的发生不仅影响人体器官和功能，而且威胁人体

健康。在早期诊断、有效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对病人的饮食

监管，改善机体营养状况，提高疗效
[7-8]

。通过加强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使其明确冠心病发生的原因，着重加强饮食护理，

以改变病人的饮食观念，促进病情转好
[9-11]

。在冠心病的饮食

指导方面，患者可根据热量需求适当控制主食，防止营养不

良，选择鱼类、瘦肉、禽类等低胆固醇、高蛋白动物性食物，

选用具有较高植物蛋白含量和生理价值的豆类及其产品，常

进食新鲜蔬菜水果，并减少食用脂肪，肝脏类食物，以增加

动脉壁弹性，降低血粘度，有效控制冠心病的发展，预防心

肌梗塞的发生。在护理方面，除了饮食，加强对患者的日常

生活指导、运动指导、用药指导、心理疏导和帮助患者建立

健康行为习惯也十分重要
[12-14]

。 

本研究显示，试验组护理满意度、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

率、血脂水平、心功能等级、生活质量状况和对照组比较均

存在明显的优势，P＜0.05。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实施个体化饮食指导和护理可改

善患者血脂水平、心功能，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减

少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患者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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