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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心脏康复护理效果分析 

李莹颖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心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实施心脏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时间段为 2019.5 月

~2020.5 月期间，因冠心病于我院实施介入治疗的患者共计 236 例，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并在入

组后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均为 118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的临床护理措施，

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添加心脏康复护理，将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措施下的心肺功能指标和

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HR、LVEF、VO2 peak、VCO2 等

心肺功能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率和护理满意度，实施心脏康复护理的观察组患者更佳，（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针对于实施

介入治疗的冠心病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其实施心脏康复护理，有助于患者心肺功能的改善，促

进患者身体的恢复，且能够降低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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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ft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e selected time period is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 A total of 
236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due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after enrollment 
There were 11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of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pplemented with 
cardiorehabilitation care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car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complication rat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analysi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such as HR, LVEF, VO2 peak and VCO2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comparing the complication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perform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re was better, (P<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c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re for them can help improve th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body, and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patients after surgery Incidence rate of patients,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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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冠心病属于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

一，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所造成的，

好发于老年人群，除常规的药物治疗措施外，还可

以对出现心肌梗死的冠心病患者实施介入治疗，即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改善患者的心肌供血状

况，避免患者病情的持续加重，改善其生活质量。

但是，在实施介入治疗期间，对患者的护理干预措

施也是尤为重要的，通过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护理，

能够提高介入治疗的术后效果，加强对患者的心肺

功能改善状况，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稳定患者的

病情。因此，本次实验将对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实施

心脏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选取了我院 236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纳入时间段为 2019.5 月~2020.5 月，所

有患者均接受介入治疗，并根据护理措施的不同进

行随机分组，一组为的对照组，一组为观察组，每

组患者均为 118 例。对照组中，男性 63 例、女性

55 例，年龄最小的为 33 岁、最大的为 86 岁，平均

年龄为（61.37±1.24）岁；观察组中，男性 67 例、

女性 51 例，年龄最小的为 31 岁、最大的为 85 岁，

平均年龄为（60.17±1.33）岁；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经对比后无明显差异，对实验结果

无影响，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的护理措施，即包括了病

情变化和生命体征的监测、用药指导、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心脏康

复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1）健康教育：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

育，将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形成原因等进行详细的

讲解，使其明确冠心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树立正

确的治疗意识，从而有助于患者治疗配合度和依从

性的提高[1]。同时，需要将介入治疗的相关信息进

行告知，以及术后的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等，并指

导患者做好治疗前的准备工作，确保介入治疗的顺

利进行。 
（2）围术期康复：首先，术前需要将介入术的

治疗方式、治疗目的和治疗效果进行讲解，指导患

者做好手术前的生理和心理准备，使其能够积极主

动的配合医护人员进行介入治疗。其次，在介入过

程中，需要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注

重对患者的隐私保护和保暖护理，一旦患者出现异

常状况，则需要立即报告医生进行相应的处理。最

后，在手术结束后，需要对患者进行 24 小时的生命

体征监护，详细记录患者的心率、心脏射血分数等

指标，防止患者在术后出现室颤、心肌缺血等并发

症[2]。此外，在术后需要定时对穿刺部位进行观察，

查看是否出现感染、出血等症状，降低术后出现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 
（3）术后康复训练：在进行介入治疗后，患者

的病情基本恢复稳定后则可以进行早期的康复训

练。首先，可以进行坐位的训练，指导患者进行四

肢的主动训练，并逐渐增加运动量，让患者依靠被

子或枕头等，练习坐位。其次，是站立的训练，即

让患者手扶栏杆或者是床沿，并逐渐转变为可以独

自站立，不用搀扶任何支撑物[3]。再次，则是独立

行走的训练，由初始的室内短距离行走，逐渐到走

廊步行训练，最后则是上下楼梯的训练。需要注意

的是，在训练期间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可

操之过急，以免训练强度过大而对患者的病情恢复

造成不利影响。 
（4）心理护理：由于术后患者需要有较长的恢

复时间，且恢复期间的训练难度较大，所以在病情

的影响下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的悲观情绪，甚至

是丧失治疗的信心，所以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使患者可以

正确的看待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自信心，进而有

助于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恢复效果。 
（5）出院指导：在患者的症状体征恢复稳定

后，即可出院回家，护理人员则需要根据患者的身

体状况，为其制定出针对性的饮食计划和运动计划，

要求患者在家时也需要进行心肺功能的锻炼，并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身体的快速恢复，提高生

活质量。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护理措施下两组患者的心肺功能指标和

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指

标。其中，心肺功能指标主要是包括了 HR（心率）、

LVEF（左室射血分数）、VO2 peak（峰氧耗量）、

VCO2（二氧化碳排出量）五项。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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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表格对本次实验中的数据资料进行

收集和统计，并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对观察组

和对照组患者的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以（X
±S）表示为心肺功能指标，以（%）表示为并发症

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经 t 值和 X2值检验后，以（P
＜0.05），表示为数据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见表 1） 
据表 1 可知，实施心脏康复护理的观察组患者

心肺功能改善状况更佳，（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心肺功能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HR（次/min） LVEF VO2 peak（L/min） VCO2（L/min） 
观察组 118 101.24±8.75 0.88±0.22 1.77±0.52 1.72±0.24 
对照组 118 122.63±7.82 0.65±0.13 1.43±0.44 1.30±0.15 

t 值  9.8624 8.1644 8.6365 7.1947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并发症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118 4（3.38） 115（97.45） 
对照组 118 17（14.41） 96（81.35） 
X2值  12.1827 13.7643 
P 值  ＜0.05 ＜0.05 

据表 2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护

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介入治疗是治疗冠心病较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其能够改善患者的心肌供血状况，降低患者出现心

肌梗死等并发症的几率，对提高冠心病患者的生活

质量具有显著作用[4]。但是，在实施介入治疗后，

如果没有实施有效的护理，则不利于患者的远期效

果，所以为了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提高治疗的短

期和远期效果，则需要注重对患者心脏的护理，在

介入治疗期间实施心脏康复护理，加强对心脏的保

健和康复训练，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心肺功能，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可知，对比两组患者在不同

护理模式下的心肺功能指标，实施心脏康复护理的

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观察组并发症发

生率和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3.38%、97.45%，对照组

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14.41%、

81.35%，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

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知，心脏康复护理在冠心病介入治疗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通过有计划的进行心脏康复

锻炼，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心肺功能，加快患者的

心脏恢复速度，值得进行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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