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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对冠心病临床护理效果及患者不良情绪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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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通过在冠心病患者住院期间进行认知行为干预，观察其临床护理效果以及患者的不良情绪，为后续的治

疗方式提供依据。方法 以本院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90 例患者为实验对象，将其分为观察组（45 例）和

对照组（45例）。在该 90 例患者住院期间，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干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认知行为干预

护理。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治疗效果以及焦虑、抑郁情况。结果 护理结束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SAS）、抑郁评分（SDS）均低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住院期间的

冠心病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行为干预护理具有明显的临床效果，能够减少患者不良情绪，具有很好的临床运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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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由于冠状

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血管腔变得狭窄或阻塞，

从而造成心肌缺氧、缺血或坏死，致使产生一系列心脏病
[1]
。

世界卫生组织把冠心病临床症状大致分为五类：心绞痛、心

肌梗死、无症状心肌缺血、猝死和缺血性心力衰竭
[2]
。认知

行为干预模式应用于患者治疗过程中，可以通过影响患者的

自身认识评价系统来影响患者的行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减少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出现。本次研究选取在

我院住院治疗的 90 例患者，观察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

的和不良情绪的评分，研究认知行为干预对冠心病临床护理

效果及患者不良情绪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0

例患者为实验对象，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均为 45 例病患。 

观察组：男性 24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54.95±3.16)

岁；冠心病平均病程（8.21±2.50）年；心功能分级:Ⅱ级

18 例，Ⅲ级 26 例，Ⅳ级 1例。 

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54.24±3.58)

岁；冠心病平均病程（8.82±2.07）年；心功能分级:Ⅱ级

16 例，Ⅲ级 27 例，Ⅳ级 2例。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无显著

区别，P>0.05,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的对照组采取常规的护理方式，包括普通的西

药治疗和日常的心电图监测、血压测量等护理。观察组则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包括如下几方面：①

情绪放松：本院接收患者住院以后，医护人员先与患者通过

交谈，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针对情绪紧张程度不同的患者，

医务人员将指导患者进行不同程度的放松训练。②健康教育：

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每日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从基础的科

普开始，紧紧围绕心脑血管相关方面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

机制进行教育。③定期干预：患者住院期间，采取医护人员

与患者一对一交流干预的方式，每日都保证有医护人员的干

预，每次干预时间均在 30 分钟以上，同时保护患者的隐私，

不触及患者的敏感话题，使患者整个过程保持心情愉悦。 

1.3 观察指标 

本次实验，观察接受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焦虑（SAS）、抑

郁（SDS）评分，两者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程度

越严重
[3]
。综合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后的治疗效果，患者完

全无心前区疼痛，心功能有一级或以上的改善，为有效；患

者心前区持续疼痛，胸闷、呼吸不畅等症状没有改善，心功

能没有改善，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中产生的数据使用 SPSS 22.0 分析，本次研究

中出现的计量资料均以(XX±XX)表示，采用 t进行检验;计数

资料则用(%)表示，采用 X
2
进行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治疗效果，观察组的治疗效

果显然比对照组高。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n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5 1（2.22） 44（97.8） 

观察组 45 9（20.00） 36（80.00） 

X
2
   5.513 

P   0.019 

2.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护理后观

察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患者的

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明显有所改善。p＜0.05。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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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 sx  ） 

组别 护理前 SAS 评分 护理后 SAS 评分 护理前 SDS 评分 护理后 SDS 评分 

对照组（n=45） 63.45 土 3.07 53.87 土 1.94 63.52 土 3.48 57.31 土 3.88 

观察组（n=45） 63.97 土 4.01 46.20 土 3.92 64.29 土 3.26 43.38 土 3.47 

t 0.691 11.764 1.083 17.952 

P 0.492 0.000 0.282 0.000 

 

3 讨论 

冠心病已经成为威胁中老年人生命安全的一大心脑血管

疾病，且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患有冠心病的人平时并不

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与健康人无异，能够正常工作、生活、

学习。一旦急性发作，心脏骤然缺氧，患者心前区有剧痛之

感，并且产生大量冷汗、嘴唇发紫，情况十分危急。根据权

威调查显示，患有冠心病的人中 65%都伴有焦虑、抑郁等不

良情绪，是阻碍患者恢复身体健康的一大方面
[4]
。 

认知行为干预的理论基础认为，心理问题一般分为行为

成分（负面的行为）和认知成分（负面的心理、想法）两个

部分。这种干预方法能够使被干预人了解自身已有的习惯，

从而采取其他的方法积极地解决问题。认知行为干预视感受、

身体健康、行动、想法为相互关联的元素，负面的情绪和想

法都会对患者的健康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5-6]

。认知行为干预

在医疗事业中也有广泛应用。 

本次研究发现认知行为干预能够从物质和精神方面细致

地对冠心病患者进行干预，且定期的干预将其对患者的情绪

放松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也能顾及到患者的隐私和敏感之

处，同时还使患者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总之，认知行

为干预护理，能提高冠心病病患的治疗效果，有效减少这类

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具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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