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4 年第 3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Medicine                                                             https://jmnm.oajrc.org 

- 112 - 

心脏康复护理对老年性心衰患者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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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老年性心衰患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给予心脏康复护理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取老年性心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共 70 例为研究对象，将分成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前者给予心脏康复护

理，后者则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无明显变化，治疗后，观

察组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 LVEF 指标高于对照组，而

LVESD 和 LVEDD 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脏康复护理通过康复训练和心理支持，康复护理帮

助患者减轻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面情绪，提升自信和生活质量，同时促进心理的积极变化，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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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re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receiv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re, while the latter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LVEF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LVESD and LVEDD indicator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helps patients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fear, improve confid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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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心衰和急性心肌梗死是常见的心脏疾病，

老年性心衰患者会经历呼吸困难、咯血、乏力和泌尿系

统问题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会导致胸骨后的疼痛。

这些疾病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都带来严重威胁[1]。在治疗

疾病的过程中，护理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常规护

理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给予患者有效的护理措

施，可以全面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2]。因此，本次将分

析心脏康复护理对老年性心衰患者及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心理状态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选取 70例心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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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将分成两组，

观察组患者年龄在 65-82 岁，均值为 73.12±0.22 岁，

男性 16 例，女性 19 例，心衰患者有 18 例，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有 17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在 66-81 岁，均值

为 73.15±0.25 岁，男性 17 例，女性 18 例，心衰患者

有 19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有 16 例，对比两组患者

基础资料 P＞0.05，可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及时安抚患者的

情绪，提供信息和支持，鼓励积极的心态，以促进他们

的康复和心理健康。这可以通过与患者的交流、了解他

们的需求、提供心理辅导等方式来实现，并给予常规健

康教育，对患者病情进行监测。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心脏康复护理，具

体为：（1）第一阶段：绝对卧床阶段，运用暗示法、

松弛法等方式帮助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同时，协助患者

进行肢体的被动训练，每天进行两次，每次时间约为 10
分钟。（2）第二阶段：侧肢体主动锻炼。指导患者进

行锻炼时，应引导患者选择合适的椅子，进行坐姿锻炼

或者站立在床旁进行锻炼，并要注意把握锻炼的强度，

此外，在休息时间内，护理人员还需向患者详细介绍心

脏康复运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3）床上坐姿

锻炼。锻炼时间应控制在 1 至 3 小时之间，同时鼓励

患者进行下床活动，例如扶墙行走等。（4）椅子坐姿

锻炼。患者在坐椅上的姿势锻炼时，应该将时间控制在

1 到 3 小时之间。在这个阶段，需要特别关注患者生活

自理能力的提高。此外，还应该进行步行锻炼，并根据

患者的耐受度确定具体的时间和距离。（5）继续开展

椅子坐姿训练。将患者进行活动控制的时间范围设置

在 2 到 4 小时内。同时，引导患者进行适量的步行运

动，距离应限制在 200 到 350 米之间。还可以协助患

者进行上下楼运动，每天进行两次。（6）仍然坚持上

一阶段锻炼。为了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可以根据患者

的状况逐渐增加运动的强度，同时，还可以在室内进行

各种活动，以为肢体功能的改善创造良好的条件。（7）
防并发症的发生。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

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 
1.3 观察指标 
心理状态评分：SAS（自评焦虑量表）和 SDS（自

评抑郁量表）是常用的心理状态指标，SAS 分值超过

50 为焦虑，SDS 分值超过 53 分为抑郁。 
心功能指标：在护理前后通过超声心动图对患者

LVESD（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

末内径），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进行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评估，均数±标准

差为计量资料，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X2 检

验，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无明显变化，P＞0.05；

治疗后，观察组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1。 

2.2 心功能指标对比 
表 2 所示，观察组除 LVEF 指标高于对照组外，

LVESD、LVEDD 指标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 
（n=35） 

护理前 55.67±2.31 56.78±2.49 

护理后 31.28±1.46 33.69±1.27 

对照组 
（n=35） 

护理前 55.60±2.37 56.70±2.51 

护理后 39.92±1.55 42.33±1.45 

护理前后观察组 t/P 值 52.8022/0.000 48.870/0.000 

护理前后对照组 t/P 值 32.757/0.000 29.328/0.000 

护理后两组比较 t/P 值 24.005/0.000 26.5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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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 

组别 例数 
LVESD（mm） LVEDD（mm） LVEF（%）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5 53.14±2.16 44.28±1.45 58.47±3.55 51.68±2.31 43.89±3.27 55.17±2.65 

对照组 35 53.19±2.10 50.47±1.68 58.45±3.50 54.22±2.39 43.80±3.25 51.37±4.19 

t 值  0.098 16.501 0.023 4.520 0.115 4.534 

P 值  0.922 0.000 0.981 0.000 0.908 0.000 

 
3 讨论 
心脏康复护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式，旨在提

高老年性心衰患者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心脏功能和

生活质量[3-4]。除了对身体的恢复，心脏康复护理也对

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采用心脏康复护理的观察组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焦虑、

抑郁情况，并且改善患者心功能指标，与对照组相比 P
＜0.05。首先，在心脏康复护理中，患者会接受专业的

医疗团队的关怀和指导，他们会定期进行健康评估和

治疗调整[5]。可以让患者感到被重视和关心，从而提高

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患者更有动力去积极

参与康复治疗，并且面对疾病更加乐观[6]。其次，心脏

康复护理通常包括营养指导和心理支持。营养指导可

以帮助患者了解饮食对心脏健康的重要性，通过合理

的饮食改善患者的症状和心理状态[7]。同时，心理支持

方面，心脏康复护理会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

患者应对疾病可能带来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

心脏康复护理还包括定期的康复训练和生活方式指导
[8]。这些训练和指导有助于患者理解并适应自己需要改

变的生活习惯，如戒烟、控制饮食、增加运动等。这种

积极的改变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加患者的

控制感和满足感，从而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心脏康复护理通过提供心理支持和康

复训练，增加患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减轻他们的心理

负担，提高对疾病的应对能力，从而改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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