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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康复护理对冠心病患者感知控制态度、生活质量的价值研究

何雪梅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临床分析心肺康复护理对冠心病患者感知控制态度、生活质量的价值。 方法 以随机抽签为

前提，在本院进行临床康复治疗的 90例冠心病病例作为实验研究，分组为观察组=45例、对照组=45例，在实际

治疗时，对照组制定常规护理方案，观察组加用心肺康复护理方案，综合比较组间的治疗疗效。结果 在经过综

合治疗后，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93.4%，比对照组 81.2%明显更高。同时，对于不良反应情况，观察组发生例数

比对照组明显更少，组间的相关数据比较，差异十分显著。结论 在冠心病的相关治疗中，应不断创新护理方案，

通过心肺康复护理方式，可促进临床症状的快速改善，实现病情平稳，减少不良反应出现，在临床上运用价值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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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perceived control attitud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Xuemei He

Shanghai Ruiji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e perception, control
attitud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Method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random drawing, 9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45 cases and control group=45 cases. During the actual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formulated a
routine nursing pla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plan, to comprehensively
compa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fte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1.2%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for adverse
reactions, the number of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evant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was ver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 should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nursing plan. Through the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we can promote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achieve the stability of the disease,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have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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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脏疾病类型中，作为常见病发类型之一的冠

心病，是因冠状动脉影响，进而引起心肌供血问题，

或导致动脉狭窄问题的出现，引发心肌坏死，导致缺

血性心肌问题。根据病理研究显示，引起冠心病主要

是动脉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如果患上该病，患者发生

心肌梗死，或心律失常的概率非常大，部分病例还会

发生心衰问题，在临床上的死亡率极高。对于该病的

相关治疗，采取何种护理方式，是临床护理的重点研

究课题。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本院 90例冠心病病例，作为实验对象，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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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对照组的随机分组，每组病例数为 45例，治

疗时间范围 2020年 1月~2021年 3月。在患者入院后，

均给予临床冠心病的相关诊断。观察组相关资料：23

例男、22例女，年龄区间 43岁~76岁，均值 60.3±7.2

岁，冠心病持续时间 1.3a~5.8a，均值 2.9±0.7a；对照

组相关资料：24 例男、21 例女，年龄区间 42 岁~74

岁，均值 59.1±6.8岁，冠心病持续时间 1.5a~5.6a，均

值 2.7±0.6a；在病情资料对比中，两组数据无显著差异。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要对患者进行正确的用药，

并且要将药物的成分、效果、不良反应等情况告诉患

者，还要做好病房环境卫生的工作，确保患者的身体

健康，保持病房环境的清洁、卫生和整洁，注意防止

与之有关的并发症，全方位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提

倡适当的饮食和锻炼，以提高对疾病的承受能力，减

轻对疾病的伤害。

观察组：心肺康复护理，主要内容是：

（1）呼吸训练。对腹式呼吸进行引导，患者采用

半卧体位，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把双手放在胸部的

位置上，然后用鼻子吸气，再从口部呼气，一共训练

20个呼吸次数，每天进行 3次，每次 10分钟，进行缩

唇式呼吸，让潮气量得到明显的提高，还可以帮助患

者采用半卧位的口鼻呼吸，当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可

以缩唇并慢呼气，然后深吸气。

（2）肺功能训练。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患者的口

部收缩练习，每日 3次，每次 30分钟，吹水瓶时，用

硬皮管子与 2个 500 ml的瓶子相连，1个瓶子盛满水，

用硬皮管子把水吹进另一只瓶子里。

（3）心理健康教育。良好的、正面的情绪，可促

使患者的治疗态度发生变化，因此应该对患者的情绪

状况进行及时问询，进行针对性、个体化的引导，提

高患者的配合程度和顺从性，从而推动患者的病情好

转。

（4）运动干预。首先，对患者进行耐受性评价，

并对患者进行室内运动、步行、床边活动等，还可以

增加户外散步、上下楼梯、慢走等训练，并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对训练的时间和强度进行适当的调节，

将训练的时间限制在 30分钟。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

进行骑自行车、慢跑、步行、打太极等户外训练，做

好充足的热身，合理控制运动时间，通常为 30分钟，

每周运动 5次。

（5）心理矫正行为疗法。对患者进行心理校正和

行为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放松身体的肌肉，减

少他们的心理负担，帮助他们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从而让患者能够更好地进行心肺康复训练。

（6）氧疗护理。要向患者说明氧疗的功效，让患

者在家里保持氧袋子、氧疗机等，每一次氧疗的持续

时间保持在 15分钟，而且还需要保持 1-2 L/分钟的状

态，让患者的肺部得到有效的恢复。

2 结果

组间的药物疗效情况比对：观察组治疗效果优越

性更强，和对照组进行综合比较，差异十分显著。实

际如表 1。

表 1 两组病例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分析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5 23（51.1） 21（46.6） 1（2.3） 44（97.7）

对照组 45 13（28.8） 18（40.0） 14（31.2） 31（68.8）

P >0.05 <0.05 <0.05 <0.05

组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按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分析，观察组心绞痛仅出现 1例，发生率 2.3%；而对

照组发生 2例心肌梗死、3例急性血栓以及 2例心绞痛

问题，临床发生率为 15.5%。针对组间的数据比较分

析，观察组例数较少，差异比较明显。

组间心功能优化状况比较：在心功能优化状况比

较重，观察组比对照组更为平稳，组间的数据比较差

异显著。

3 讨论

临床对于冠心病的相关护理，通常选择常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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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但临床护理模式较多，何种护理方案的制定，

是冠心病病情改善的重点。结果表明，经心肺康复治

疗后，患者的 LVEF、LVEDD和 SV、CO 明显高于正

常组，这表明，在心肺康复治疗中，患者的心脏功能

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对于减少病患的损伤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经过护理后，观察组的各项生活质量得分

都比对照组要高，这一结果表明，采用心肺康复护理

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从而减少疾病对患者的影响。结

果表明，心肺康复训练可以提高患者的情绪，纠正不

健康的行为，从而提高患者的知觉控制态度。考虑到

冠心病的危害，想要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首先要改

善患者对于疾病的感知和控制态度，并以这一情况为

依据，进行心肺康复，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的心肺功

能，显著地减轻疾病危害程度，对身体的恢复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心肺康复护理是通过系统性的运动训练和呼吸训

练，来提高心肺功能，与常规护理干预相比，康复干

预模式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可以明显提高肺功能。

通过呼吸功能锻炼，可以提高患者的呼吸肌的强度和

耐力，从而使患者的肺活量增加，并使胸部最大幅度

的活动，从而使患者的胸部顺应度得到提高，使患者

更容易获得舒张的机会，减少疾病带来的伤害。运动

的介入也可以提高人体的耐受能力，提高心肺功能，

有效地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除此之外，在进行护

理干预的时候，还需要对患者的心理进行强化，对患

者的负面情绪进行及时的疏导，提高患者的配合程度，

确保心肺康复的效果。

冠心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巨大的

威胁。由于冠心病是一种常用的药物，所以会导致患

者出现孤独、免疫力低下、营养不良等症状，影响到

患者的身体健康。引起冠状动脉疾病的原因多种多样，

若能强化护理，则能提高疗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有效地控制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综合性康

复护理是一种将护理内容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新型的护理措施。护理目标是提高冠心病患者的防

护意识和能力，并严格按照治疗计划进行，从而确保

治疗效果，对不良事件发生因素进行控制，提高生活

质量。通过本组实验得知，在经过康复护理干预后，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更高，组间对比

P<0.05。这表示，康复护理干预应用于冠心病治疗中，

对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以冠心病患者的特征为依据，进行心

肺康复护理，可以有效地推动患者的感知控制态度的

转变，从而改善患者的心境状态与健康行为，从而提

升患者的生活质量，这对于减少疾病的危害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值得在疾病的治疗中进行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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