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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癿集束化护理对老年冠心病(CHD)患者癿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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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冠心病患者癿身体健康会叐到严重影响，尤关针对老年患者，关生命安全会叐到严重威胁，所以本文分析将以自我效能
管理作为基础癿技术化护理模式应用亍患者中对关产生癿影响。斱法  此次研究目标为我陊 2019年 1月到 2020年 2月期间
收治癿 90例冠心病患者，将所有患者分成对照组呾观察组分析，幵实旪丌同癿护理措斲干预，对比患者护理后癿自我感叐负
担呾自我效能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结果  患者通过护理措斲干预后，两组患者癿 SPBS评分相比干预前都有所陈低，而丏观察
组患者癿效果高亍对照组。结果  老年患者癿自我感叐负担呾自我效能可以通过集束化护理有效改善，同旪患者癿生活质量水
平呾自我管理能力可得显著提高，对患者癿预后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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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出现冠心病主要是因为其血管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而

出现堵塞，患者此时冠状动脉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最终
导致心肌细胞出现缺氧和缺血甚至坏死，在临床各种心血管
疾病中此疾病属于十分常见的一种。采用钙通道阻滞剂等药
物对患者治疗时，患者的病情发展可以得到控制，但是针对
病程较长的患者其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此情况下会导致患者
的治疗信心被打击，其疾病管理水平会严重降低。所以此时
通过相关护理措施对患者干预，可以让患者的心理得以稳定，
不但可以让患者通过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同时还可以
稳定情绪避免血管出现破裂的情况。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研究的患者全部于 2019年 1月到 2020年 2月期间

在我院接受治疗，经过诊断确诊为冠心病患者，将 90例患者
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有 45例患者，分别采用不同的
护理措施干预。其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为 48岁，年龄最大的患
者为 73 岁，平均年龄为（55.05±8.86）岁。男性患者和女
性患者分别为 41 岁和 49 岁，对比患者的一般资料后无明显
区别（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式对患者护理，护理人员将冠心病的

发病特点介绍给患者，让患者明确疾病的用药方式和发病因
素，提高患者饮食方面的指导，对患者的饮食结构进行调整。
关注患者生活中的血压和运动以及血糖情况，让患者学会稳
定情绪，避免疾病出现加重的情况。 

观察组患者护理时，应用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的集束
化护理，具体如下：① 护理团队的建立。此护理小组中，成
员主要为 1名心理治疗师和 1名营养咨询师，另外还有 1名
心脏康复师以及 2 名心内科医生还有 6 名护理人员。小组中
所有成员都经过疾病培训。 ② 疾病档案的建立。护理人
员需组织患者和家属填写病程和病史以及疾病等信息，并通
过沟通的方式对患者疾病知识了解程度进行明确，同时了解
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患者的病情展开相关评
估，并将患者的集束化护理方案制定出来。③ 集束化护理的
实施。首先，展开线上教育，小组成员以自我护理和饮食方

式以及药物治疗还有相关急救技能为主题为患者制定相关教
育视频，并在固定时间组织患者和家属共同学习，患者产生
的各种问题由护理人员解答，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对患者的饮
食和运行以及病情进行明确，并进行详细记录。其次，展开
线下心脏康复运动。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组织患者参与 20-30
分钟的心脏康复运动，同时对患者的学习进行相关指导，患
者不正确的姿势由护理人员进行纠正，以此对康复运动的准
确性进行提高。 

1.3  统计学处理 
研究中相关数据用 SPSS 21.0 处理，采用标准差表示计

量资料，应用 t 对数据进行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3 讨论 

3.1 提高患者自我效能 
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各项机体功能已经逐渐衰退，尤其

知觉和感觉能力以及注意力也逐渐衰退，所以面对生活和疾
病时十分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导致其自我效能降低。此次研
究对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干预后，通过各种方式患者对自我
的重视得到有效增强，患者需生活的期望显著提高，使其自
我效能水平显著提升。 

3.2 改善自我管理能力 
通过对患者干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水平都得了一定

提高，观察组更加显著，同时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显著提
升，通过线上教学和线下活动，患者功能性锻炼和饮食知识
的规范性以及准确性得到有效保证，其机体机能水平和自我
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对于患
者的预后恢复来说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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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患者干预前后 SPBS评分情况 

组别 n 经济负担 情感负担 身体负担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5 4.01±0.46 3.41±0.25 14.76±2.37 10.43±1.31 14.15±2.02 11.77±1.47 

对照组 45 4.02±0.44 3.64±0.31 14.85±2.07 11.37±1.42 14.20±2.01 12.86±1.85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CSMS评分 

组别 不良嗜好管理 症状管理 情绪认知管理 急救管理 疾病知识管理 生活管理 治疗依从性管理 

观察组 - - - - - - - 

干预前 14.01±2.12 9.06±1.37 11.15±2.01 9.84±1.02 9.06±1.77 11.15±2.08 7.40±0.75 

干预后 16.81±3.41 11.03±1.51 14.05±2.78 11.61±1.41 12.53±2.51 15.05±2.78 9.31±1.11 

对照组 - - - - - - - 

干预前 14.02±2.04 8.85±1.05 10.80±2.02 9.02±1.14 9.85±1.07 11.29±2.02 7.23±0.68 

干预后 15.04±2.25 10.07±1.45 12.26±2.07 10.74±1.15 11.07±2.40 13.25±2.46 8.65±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