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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临床治疗及睡眠质量影响

胡亚楠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 山东淄博

【摘要】目的 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实施治疗，分析心理护理对改善治疗、提升睡眠质量的应用优势。

方法 针对 12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1年 10月－2022年 10月，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患者

划分为两个组别，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察组为心理护理，对比治疗护理。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

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在睡眠质量指标对比中，观察

组的 PSQI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最后，在患者满意度评比中，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心理护理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睡眠质量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有利于稳

定患者的情绪状态，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推进病情好转，故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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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clinical treatment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Yanan Hu

Zibo Zhangdian People's Hospital, Zibo Shandong,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eat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to improve treatment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from October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ization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the treatment nursing was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SAS score of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Meanwhile, in the comparison of sleep quality indexes, the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Finally, in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ati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has a great help,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patient's emotional state, enhanc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nfidence,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dition, so it is worth promoting.

【Key words】psychological nurs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Clinical treatment; Quality of
sleep

冠心病心绞痛属于常见的心血管类疾病，可采

取手术治疗的方式缓解病情，如采用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术，可帮助患者恢复心脏供血，减少心肌梗死

范围，且手术安全性高，创伤小，对多数患者而言

具有可行性[1]。但是在手术治疗期间，患者如果存

在较大的心理压力，也会导致术后并发症，不利于

身体康复。在过度焦虑情绪下也会导致睡眠受到影

响，在精神状态不佳的康复期，也会反作用于日常

情绪和生活状态，故而，必须认识到这一客观结果，

通过护理方案予以解决，帮助患者度过治疗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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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针对 12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为对象，时间

为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按照随机分组法

将患者划分为两个组别，对护理方案的实施情况汇

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针对 12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1年 10月－2022年 10月，按照随机分组法将患

者划分为两个组别，观察组女性 24例，男性 36例，

年龄范围是 51-75岁，平均年龄 65.12±7.33，心脏病

病程 2-11年，平均病程 7.03±1.47 年；对照组中男

性 29 例，女性 31 例，年龄范围是 52-74 岁，平均

年龄 66.01±8.34岁，心脏病病程 2-10 年，平均病程

7.47±1.57年。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资料

可比（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愿意将个人治疗数据用于临

床研究；②患者具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在与医护人

员沟通中并无障碍且具有成年人的理解能力；③病

历完整真实无隐瞒。

排除标准：①患者伴有认知障碍或伴有精神病

既往病史；②治疗期间依从性差；③患者由于个人

原因，以选择中断治疗或转院治疗。

1.2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指导患者治疗期注意事项，

并加强对冠心病相关情况的讲解，给予患者治疗期

间科学地饮食、作息建议，针对患者关心的事宜做

好解释说明，如治疗疗效、并发症等。

观察组为心理护理，入院后的心理护理，很多

患者有一定时期的心脏病史，对于疾病的治疗存在

疑虑，应当讲解疾病的基本知识，以及手术治疗的

优势，安全性，帮助患者在正确认知的建立下，稳

定情绪状态，促使以后达成积极的配合效果。随后，

对患者开展心理评估，结合 SAS 量表分析患者的焦

虑状态，以便于制定干预方案。在环境改善中，如

调整室内温湿度、确保室内清洁，并做好人员探视

管理，给予患者良好的休息空间，在夜间也要加强

对患者的巡视，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在术后的心理

干预中，一方面是与患者的交流，指导其以听音乐、

看书的方式转移注意力，还可以结合泡脚、按摩方

式缓解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家属的沟工作，确保

家属能够理解患者、理解治疗方案，并给予患者更

多生活上的关爱。要建立科学作息，也叮嘱患者少

喝浓茶、咖啡等，改善不良作息。患者术后也存在

疼痛问题，由此加重不良情绪，故而，可以结合音

乐疗法、情绪放松法来实施缓解，帮助患者尽可能

地保持愉悦的心情，积极地面对治疗。

1.3评价标准

对患者进行睡眠质量的评分，采用 PSQI量表做

出评分，涉及多个维度，如入眠时间、睡眠时长、

睡眠效率、睡眠紊乱等。

对患者的焦虑情绪进行评估，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 SAS评分对护理前后的差异进行统计，得分高则

说明患者的情绪状态较差，反之情绪状态较好。

对比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针对围术期各

个阶段展开问卷设计，且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由

家属陪伴下进行填写。得分在 85 分以上为优，75
分以上为良，75分以下为查。按照优良率计算总满

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SPSS 23.0处理数据，t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χ±s），χ2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n（％）]。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分低于对照

组，即为（33.54±3.74）分和（41.02±4.16）分，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对比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

在睡眠质量指标对比中，观察组的 PSQI评分均

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睡眠指数结果对比分析（χ±s，分）

组别 入眠时间 睡眠时长 睡眠效率 睡眠紊乱 睡眠质量 安眠药物 日间功能

对照组（n=60） 1.43±0.80 0.93±0.51 1.15±0.62 0.98±0.60 1.38±0.59 0.63±0.21 1.23±0.37

观察组（n=60） 0.80±0.51 0.65±0.24 0.85±0.33 0.71±0.41 0.90±0.59 0.42±0.13 1.05±0.33

t 5.569 6.525 7.856 5.415 3.524 5.693 4.15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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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

在患者满意度评比中，观察组为 96.67%
（58/60），高于对照组的 86.67%（52/60），差异

显著（P＜0.05）。

3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属于常见的一类疾病，可采用手

术治疗、药物治疗进行病情改善。在治疗外患者也

需要注重护理指导，在常规护理中更多的是基础性

护理，给予患者讲解疾病治疗的要点和康复要点，

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关注度不够，且难以察觉到患者

的情绪变化，更多关心检查指标的波动[2]。如果患

者有持续性情绪低落，也会诱发焦虑、失眠等情况，

影响到最终的治疗效果。

在心理护理中，首先，要分析患者情绪原因的

产生根源，结合疾病特点以及临床护理经验，配合

循证护理调研，得到相对准确的结论，接着要观察

患者的个人情况，如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心绞痛的

发作情况，这些也都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情绪状态[3]。同时，不能忽视多数患者作为老年群

体，在疾病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力上相对薄弱，甚至

有患者对医院治疗、手术治疗也有一定的抵抗情绪，

在术后着急出院等，这些都不利于患者的康复，也

对治疗效果大打折扣[4]。由此，要重视个体差异，

重视疾病群体的特性，在结合心理护理学基础理论

上，加强观察和沟通，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指导
[5]。在心理护理中，要成立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应

当具备心理学知识，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健康教

育讲解能力等，并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落实各项护

理对策[6]。由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知

识，负面情绪严重干扰正常生活，需要加强心理认

知干预，避免患者出现情绪的过激表现，在加强疾

病讲解后可提升患者的疾病承受力，也增加了患者

对医护人员的信服力[7]。

从本次调研可见，基础护理结合心理护理有助

于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使得 SAS评分下降，帮助

患者建立了心理预防机制，正确的对不安情绪进行

了疏导。此外，在睡眠质量上也有不小的改观，患

者的睡眠时间增加，入睡时间缩短，睡眠质量也由

此提升，在精力充沛下能够更积极地面对康复治疗。

然而这些积极的反馈也提升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属的参与下，患者感受

到更多的家庭关怀，可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有助

于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8]。

综上所述，采用心理护理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的睡眠质量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有利于稳定患者

的情绪状态，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推进病情好转，

故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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