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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护理应用健康教育的策略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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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患有冠心病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没有对疾病正确的认知，因此在对患者的护理当中采用强

化健康教育的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并分析这种方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入院治

疗的 120 例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强化健康教育的护理模式，分析应

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健康知识知晓程度高于对照组，且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积极

对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强化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使其正确的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知识，使其治疗依从性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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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most of the elderly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o not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Therefore,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the way of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s used for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way is analyzed.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ospitalized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rsing mode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were adopted respectively,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awareness of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make 
them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ir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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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fe 
 

冠心病是比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人当

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当患者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

硬化后，会导致冠脉出现不同程度狭窄，使正常的

血液循环受到阻碍，心脏的供血和供氧受到影响，

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

状，严重的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1]。但是很多老年

患者对于该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疾病的诱发

因素和治疗方法等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会出现诸

多的错误想法，不但使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下降，同

时也会影响其正常的心理状态，影响疾病的治疗效

果和自身的生活质量[2]。对我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

采用强化健康教育的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并分析应

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入院治疗的 120

例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60 例，

其中实验组男 35 例，女 25 例，平均（68.59±8.42）
岁，平均病程（6.44±3.19）年；对照组男 38 例，

女 22 例，平均（68.36±8.58）岁，平均病程（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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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年，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正

确的用药护理、饮食护理和生活护理等，对患者的

各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 
（2）实验组 
该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强化健康教育，

具体：①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患者

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计划。根据患者的不同年

龄以及文化程度、理解能力等选择不同的健康教育

方式，年龄较大的患者可以采用视频的方式让其更

加直观的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需要注意的相

关事项等，通过视频正确的引导患者进行自我管理

的方式等，及时纠正患者的错误想法，另外，在为

患者进行护理操作期间适当进行相关健康知识的讲

解。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且理解能力较强的患者，

除了进行同样视频形式的健康教育之外，同时为患

者发放一些件宣传手册，方便其随时查看，定期举

办健康讲座，邀请冠心病患者参加，将讲座的时间

张贴到住院部的宣传栏上，提醒患者准时参加。②

根据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积极患者进行沟通，了解引起患者不良心态的

主要原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与患者沟

通时保持亲切温和的态度，获得家属的配合，正确

与患者进行沟通，使其感受到被关注和重视。引导

患者进行情绪的自我控制和缓解，使患者明白良好

的心理状态对疾病治疗有促进作用。③了解患者的

日常饮食习惯和身体状态，及时纠正患者饮食习惯

中的不良现象，并制定健康的饮食食谱。按照患者

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注意运动强度的

选择，以患者运动后轻微出汗，没有出现明显的心

跳加速、心悸等症状为宜，在运动期间护理人员或

家属一定要陪同，出现异常马上停止运动及时通知

医生进行处理。 
1.3 评价指标 
（1）对比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程度。 
（2）对比生活质量。 
1.3 统计学方法 
SPSS22.0 软件进行 t、χ2检验，P＜0.05 为差异

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程度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生活质量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程度（n/%；例） 

组别 完全知晓 部分知晓 不知晓 总知晓率 

实验组（n=60） 35/60（58.33%） 22/60（36.67%） 3/60（5.00%） 57/60（95.00%） 

对照组（n=60） 27/60（45.00%） 23/60（38.33%） 10/60（16.67%） 50/60（83.33%） 

χ2
值 - - - 4.2272 

P 值 - - - 0.0397 

表 2  对比生活质量（ sx ± ，分） 

组别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心理健康 

实验组（n=60） 82.36±6.72 80.62±6.85 81.96±4.59 85.30±7.43 

对照组（n=60） 78.45±7.83 77.05±7.63 77.26±6.82 81.82±6.49 

χ2
值 2.9352 2.6969 4.4286 2.7324 

P 值 0.0040 0.0080 0.0000 0.0073 

 
3 讨论 
对患有冠心病的老年人进行强化健康教育能够

使其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得到提升，积极的配合

护理人员的工作，促使自身的健康水平提高。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选择不同的健康教

育方式，可以使患者能够更加快速、直观、清楚的

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纠正患

者的错误想法，可以避免其对患者的心理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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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负性情绪的出现[3]。做好患者的心理干预，大

多数患有冠心病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心

态，这种情况下会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严重的甚

至会使疾病不断的反复，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出

现不良心态的原因进行积极的疏导，同时使患者了

解良好的心态可以促使疾病的恢复，指导患者正确

的控制自身情绪，对改善心理状态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纠正患者的不良饮食习惯，并为其制定高效的

饮食和运动计划，可以提高患者机体的营养状态，

正确的运动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心肺功能，使患者的

整体治疗效果的提升[4-5]。实验组患者对健康知识知

晓程度高于对照组，且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P＜
0.05。 

综上所述，积极对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强化健

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使其正确的了解自身疾病相关

知识，使其治疗依从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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