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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认知行为干预对住院冠心病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9 年 4 月- 2020 年 4 月收入治疗的 120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n=60）与观察组（n=60），对照组采用常规术后护理，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和负性心理指标。结果 观察组心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
护理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住院冠心病患者实施认知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患者的负
性心理，促进患者积极配合护理治疗，有效提升患者的新功能临床应用价值较高，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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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目前较为多见的心脏疾病，主要由于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梗阻导致的一种心脏疾病，该病会导致血管闭塞引
发心肌供血不足，从而使得部分器官组织缺血缺氧坏死，严
重危害患者的心功能

[1]
。冠心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有一部

分患者没有临床症状，其余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心悸、胸闷、
呼吸困难

[2]
。冠心病患者患病周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用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减少
以往不良习惯所带来的其他不良问题

[3-4]
。本文对住院冠心病

实施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干预护理的应用效果进行
研究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我院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收入治疗的 120 例冠心

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 60 例；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 62~84
岁；平均年龄（73.45±3.26）岁；观察组 60 例；男性患者
31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 59~81 岁；平均年龄（71.24±
3.14）岁；（p＞0.0.5），数据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确证为冠心病者；（2）患者及家属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排除有其他重大疾病者；（2）有严重

精神疾病者；（3）患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患者住院治疗后，严格按照护

理要求进行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行为认知干预：（1）心理

护理干预：保证护理环境的干净整洁，播放舒缓的轻音乐缓
解患者不安焦躁的心理，与患者进行沟通在过程中了解患者
的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满足患者的需求愉悦患者的身心。通
过开展患者感兴趣的活动提升患者的运动量，例如户外散步、
太极、唱歌等、引导患者抒发内心负面的情绪。（2）健康护
理干预：由于患者年龄较大对于健康知识了解不多，导致患
者出现不安紧张的心理，降低护理效果。在日常护理活动中
用简单的话语为患者普及疾病知识，讲解以往的成功案例提
升患者的护理积极性。培养患者良好的生活习惯，引导患者
逐步改善不良行为，降低并发症的发生。（3）合理饮食干预:
通过定制合理健康的饮食改善患者的身体素质，提升恢复速
度。避免使用高脂肪、高热量、高盐的食物，多运动促进肠
胃蠕动更好的消化食物，获得营养提升身体素质。 

1.4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心功能指标 LVEDD、 LVESD、

LVEF 的检测结果。 
（2）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SDS），共 20 题，

分为四级评分分数越高负性心理越强。 
1.5 统计学方法 

此次研究将 SPSS 22.0 统计软件用来计算，计量资料采
用均值±标准差（ sx  ）计数资料采用（%）表示，比较用
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后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组心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对比（ sx  ） 

组别 例数（n） LVEDD（mm） LVESD（mm） LVEF(%) 

对照组 60 62.31±4.25 40.12±2.34 49.89±4.35

观察组 60 52.49±3.98 31.47±2.12 52.24±4.24

t  13.063 21.219 2.996 

P  0.000 0.000 0.003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对比 
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明显降低，观察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对比 （分， sx  ） 

SDS 评分（分） SAS 评分（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60） 66.23±6.49 38.15±3.75 68.42±6.24 39.45±4.94

观察组（n=60） 66.87±6.64 25.12±2.24 68.58±6.45 24.65±2.54

t 0.533 23.106 0.138 20.638 

p 0.594 0.000 0.890 0.000 

3 讨论 
冠心病患者在护理治疗中加入合理的认知行为干预，能

有效的降低患者的负性心理，促进患者病情的恢复速度，在
护理过程中控制患者的血压以及各项指标，避免患者出现过
于激烈的情绪，护理人员定时提醒患者服用药物检查药物是
否正确服用。通过认知护理干预后，患者逐步培养良好的生
活习惯，合理规律的生活习惯能有效提升患者的身体素质，
禁止抽烟喝酒，少食多餐多运动保持肠胃正常蠕动

[5]
。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心功能指标优于对照
组观察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 

综上，认知护理干预对于住院冠心病患者能有效改善患
者的焦虑心理，提升患者的心功能，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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