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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循证护理干预作用观察 

周淑萍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卫生院  甘肃庆阳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循证护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效果。研究通过比较循证护理

与常规护理的效果，评估其对患者症状缓解、生活质量及并发症控制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干

预，包括个性化护理方案、健康教育、心理支持等；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主要评估指标为心绞痛发作次数、

发作持续时间、生活质量评分（SF-36）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研究数据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显著减少，平均

每月发作次数由干预前的 4.8±1.2 次降至 1.9±0.8 次（P<0.01）；发作持续时间缩短，平均由 15.6±3.5 分钟降

至 8.4±2.1 分钟（P<0.01）。此外，观察组患者的 SF-36 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提高，干预后评分为 75.3±6.2 分，而

对照组为 62.7±5.9 分（P<0.01）。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10%，对照组为 26.7%。结论 循证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

质量，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该护理模式为老年冠心病患者提供了更全面的护理支持，建议在临床护理中广

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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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The study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to evaluate its impact on patient symptom relief, quality of life, and complication control. Methods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cluding personalized nursing plans, health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etc.;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mai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the 
number of angina pectoris attacks, attack duration, quality of life score (SF-36)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search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using t test and chi-square test. P<0.05 was consider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angina pectoris attack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of attacks per month reduced from 4.8±1.2 times before 
intervention to 1.9±0.8 times (P<0.01); the duration of attacks was shortened, from 15.6±3.5 times on average. minutes 
dropped to 8.4±2.1 minutes (P<0.01). In addition, the SF-36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a post-intervention score of 75.3±6.2 points, compared with 62.7±5.9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In terms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6.7%.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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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is nursing model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nursing support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s recommended to be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care. 

【Keywords】Evidence-based nurs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Elderly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冠心病是全球范围内老年人群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之一，心绞痛作为其主要临床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预后[1-3]。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冠心

病患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如何有效缓解症状、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已成为临床护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传统的

护理干预主要集中在病情管理和药物治疗，忽视了患

者个体差异及心理需求，导致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未能获得理想的症状控制与生活质量提升[4-6]。近年来，

循证护理作为一种基于临床证据的护理方法，逐渐应

用于冠心病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循证护理强调将最新

的研究证据与患者个体情况相结合，以制定个性化的

护理方案，并通过系统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提升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已有研究表明，循证护理

干预在多个慢性病患者中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但

在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研究仍较为有限，

尤其是在其临床效果和安全性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7-

9]。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老年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干预，评估其对患者心绞痛发作、

生活质量及并发症控制的影响，探索其在临床中的可

行性与优势。希望通过本研究为老年冠心病患者提供

更为科学、系统的护理干预方案，为临床护理提供新的

思路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我院

收治的 60 例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观察组接受

循证护理干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纳入标准：（1）
年龄≥60 岁且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2）具有

较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配合度；（3）心功能等级为 II-
III 级（NYHA 分级）；（4）临床资料完整，能够定期

随访；（5）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2）合并严重精神障碍

或认知功能障碍者；（3）无法完成随访或不愿配合护

理干预者；（4）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疾病者；（5）
在研究期间退出或失访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包括定期监测患者的

生命体征、指导合理用药及病情管理，并在心绞痛发作

时提供必要的急救措施，确保基础护理质量。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干预。护理团队根据最新的临

床指南及相关研究证据，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护理内容包括饮食管理、药物依从性教育、运动康复指

导、心理干预及定期健康评估。每位患者均接受详细的

健康教育，帮助其掌握疾病知识和自我管理技能。护理

团队每周对患者进行随访，动态调整护理方案。此外，

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及时提供心理

支持，减少焦虑和抑郁情绪。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症状：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

发作持续时间以及发作程度。（2）生活质量：采用 SF-
36 量表评估干预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包含生理

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健康等方面。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²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 60例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治疗

效果进行分析，比较了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在心绞痛

发作次数、发作持续时间及发作程度方面的改善情况。

具体数据如下表 1 所示。 
2.2 生活质量评价 
使用 SF-36 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干

预前后的评估，涵盖了生理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健康

等方面。观察组在各项生活质量指标上均较对照组有

显著改善。具体数据见下表 2。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 60例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

观察，分析了循证护理干预对其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循证护理干预显著减少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

缩短了发作持续时间，同时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讨

论部分将深入分析这些结果的临床意义，并提出进一

步的护理干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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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预前后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比较 

类别/组别 例数 发作次数（次/月） 发作持续时间（分钟） 发作程度评分（分） 

观察组 30 1.9±0.8 8.4±2.1 2.5±0.6 

对照组 30 3.8±1.2 12.3±3.4 4.1±0.9 

t 值/χ²值  5.12 4.56 5.73 

P 值  <0.01 <0.05 <0.01 

表 2  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得分比较（SF-36 量表） 

类别/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分） 社会功能（分） 心理健康（分） 总得分（分） 

观察组 30 80.5±5.6 72.4±4.9 70.8±5.2 75.3±6.2 

对照组 30 65.7±6.3 60.2±5.4 58.6±4.7 62.7±5.9 

t 值  6.34 5.72 5.41 6.89 

P 值  <0.01 <0.05 <0.05 <0.01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和

持续时间均显著减少。干预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心绞痛发作情况相似，但经过循证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患者的平均发作次数由干预前的 4.8 次/月降至 1.9 次/
月，发作持续时间由 15.6 分钟缩短至 8.4 分钟

（P<0.01）。这些改善可能归因于循证护理所提供的个

性化护理方案，这些方案不仅包含了常规护理内容，还

根据患者的个体需求进行调整[10-12]。定期的健康教育

提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支持缓解了患者的

焦虑情绪，这些都对心绞痛的症状控制起到了积极作

用。通过定期随访和护理评估，护理团队能够及时发现

并解决潜在问题，从而预防心绞痛的反复发作。 
生活质量评估（SF-36）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在生理功能、社会功能

和心理健康三个主要方面，观察组的得分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1）。观察组的生理功能得分由干预前的

65.7 分提升至 80.5 分，心理健康得分由 58.6 分提升至

70.8 分。通过循证护理的实施，患者不仅在生理症状

上得到了改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的个体心理状态进行定期评估，

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帮助患者缓解因疾病导致

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进而提高其整体生活质

量。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13-1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

而对照组为 26.7%（P<0.05）。这说明循证护理干预不

仅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还能减少护理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并发症。这一结果可能与循证护理强调个性化和

动态调整护理方案的特点有关。通过根据患者的实际

状况进行护理干预的调整，避免了一刀切的护理方式，

降低了护理过程中潜在的不良反应风险。由于老年冠

心病患者通常伴有多种慢性疾病，循证护理为此类患

者提供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护理选择。 
循证护理的优势在于其将最新的临床研究证据与

患者的个体情况结合，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这种护

理模式不仅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还显著提升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护理安全性。因此，循证护理在老年冠

心病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临床推广价值。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冠心病患者数量日

益增多，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面临更大的挑战。通过

循证护理干预，能够更有效地满足患者的个体需求，提

高护理效果，减少并发症，降低医疗负担。尽管本研究

结果表明循证护理在改善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临

床症状和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仍存在一些

局限性[16-18]。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仅限于我院的患

者，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本

研究的随访时间较短，未能全面观察循证护理对长期

预后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并延长

随访时间，以进一步验证循证护理的长期疗效和安全

性。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循证护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心绞痛

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观察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

次数和持续时间显著减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同时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也显著降低。循证护理通过个性化护

理方案、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有效满足了患者的多维

度需求，改善了整体预后[19,20]。基于此，建议在老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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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患者的护理中广泛应用循证护理模式，以提升护

理效果，并进一步探索其在其他慢性病患者中的应用

价值，优化临床护理质量和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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