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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优质护理结合健康教育用于冠心病护理中的效果 

郑汉瑛 

甘肃省陇西县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定西 

【摘要】目的 研究中医优质护理结合健康教育用于冠心病护理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病人 150 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按照不同护理方式，分析

两组护理价值。结果 实验组总知晓率 73/75（97.33%）高于对照组 66/75(88.00%）（P<0.05）；护理后，

两组病人自我管控态度评分（P<0.05）； 实验组出现不良行为概率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后，实验

组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运用中医优质护理结合健康教育方式对冠心

病病人干预，价值较高，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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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CM quality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Hanying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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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CM quality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nursing.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nursing valu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73 / 75 (97.33%)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66 / 75 (88.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elf-control attitude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as scored (P < 0.05); The probability of bad behavio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elf-effica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of high value and can be used to interven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Keywords】TCM quality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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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社会飞速发展和进步，生活节奏逐

步加快，生活方式出现较大的变化，使得冠心病患

病概率明显升高，已经成为对国民生命安全产生巨

大威胁的一种疾病。此疾病好发的群体为 40 岁之上

中老年人，而且男性患病概率显著比女性高，特别

是脑力劳动者中较为常见。该疾病致病因素较多，

而且在发病的时候病人会合并多类并发症。WHO 将

其纳入到了可防、可控以及可治的慢性病范畴内。

此次研究将分析中医优质护理结合健康教育用于冠

心病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冠心病病人 150 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年龄 41-78 岁，平均年龄

（56.16±4.28）岁；对照组年龄 40-78 岁，平均年龄

（56.14±4.24）岁；，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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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组 
组内病人仅接受健康教育，在病人住院中需为

其普及相关疾病风险性，耐心嘱托告知其遵医用药

重要性。为病人、家属统一性发放疾病知识手册，

使得病人、家属可提升对疾病的认知度。 
（2）实验组 
组内病人在对照组基础之上接受中医优质护

理，具体为：需逐步的强化病人对疾病诱发因素了

解程度，以期提升其警觉度，对疾病较好的控制，

将病人错误的生活节奏和习惯纠正，使得其可养成

规律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有效规避疾病反复性

发作，使治疗预后效果提升，改善病人生活质量。

此种干预方式不仅可增强病人治疗与护理依从性，

亦可使得病人在面临突发问题的时候能够足够镇

静，接受有序的救治。中医学优质护理中，需从生

活习惯干预、膳食结构改善、和中医特色护理等多

角度上入手，需确保病人饮食结构合理与科学，使

得三餐的营养足够均衡。更需叮嘱其养成优质的生

活习惯和睡眠习惯，将不良习性纠正。亦可按照其

体质将其分类，例如可分作气滞血瘀型病人、寒凝

血瘀型病人、气阴两虚病人、心血瘀滞型病人等，

而后按照疾病类型不同，为其制定出对应性护理方

案。将适量运动锻炼引入其中，增强活动量，进而

使得其气血足够通畅。若是气温骤变需适宜增添衣

物，可引少量低度数酒，发挥出温经活络作用。将

房间定时的通风和开窗，依照其症状给予其艾灸和

按摩调节，使得其全身状况均能够被较好的改善。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健康知识掌握总达标率，概率越高教育效

果越好；分析自我管控态度：社会限制态度、健康

态度、自理态度、接受态度、总分，分数越高，效

果越好；分析病人出现不良行为概率包含：高脂饮

食、喝酒、高盐饮食、缺少运动、抽烟。社会支持

调查，运用 SSRS 量表，其中主要考察病人的客观

支持指标、主观支持指标以及支持运用度等 12 个
条目分，得分越高病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越好；自我

效能感调查，运用 CSES 量表，得分越高病人的自

我效能感越好。自我管控态度：社会限制态度、健

康态度、自理态度、接受态度、总分。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健康知识掌握总达标率 
实验组总知晓率 73/75（97.33%）高于对照组

66/75（88.00%）（χ2=4.8071，P=0.0341<0.05），其

中，实验组全部知晓概率为 62/75（82.67%）、基本

知晓概率为 11/75（14.67%）、不知晓概率为 2/75
（2.67%）；对照组实验组全部知晓概率为 40/75
（53.33%）、基本知晓概率为 26/75（34.67%）、不

知晓概率为 9/75（12.00%）。 
2.2 分析自我管控态度评分 
护理前，两组病人自我管控依从态度评分

（P>0.05）；护理后，两组病人自我管控态度评分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人自我管控态度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实验组（n=75） 对照组（n=75） T 值 P 值 

护理前 

社会限制态度 75.36±7.54 75.69±7.78 0.2638 0.7923 

健康态度 75.93±6.14 75.54±6.42 0.3802 0.7043 

自理态度 70.98±8.13 70.69±8.16 0.2180 0.8277 

接受态度 73.72±6.42 73.61±6.52 0.1041 0.9172 

总分 63.79±6.96 64.00±7.03 0.1838 0.8544 

护理后 

社会限制态度 89.64±5.72 85.65±4.96 4.5641 0.0000 

健康态度 88.57±9.43 81.67±6.05 5.3335 0.0000 

自理态度 89.93±6.82 82.51±5.15 7.5192 0.0000 

接受态度 90.44±7.19 86.66±8.04 3.0350 0.0028 

总分 80.03±5.48 77.93±5.07 2.4360 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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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不良行为出现概率 
实 验 组 出 现 不 良 行 为 概 率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其中，实验组高脂饮食不良行为概率

20/75（26.67%）、喝酒不良行为概率 20/75（26.67%）、

高盐饮食不良行为概率 19/75（25.33%）、缺少运动

不良行为概率 26/75（34.67%）、抽烟不良行为概率

16/75（21.33%）；对照组高脂饮食不良行为概率

40/75（53.33%）、喝酒不良行为概率 36/75（48.00%）、

高盐饮食不良行为概率 39/75（52.00%）、缺少运动

不良行为概率 46/75（61.33%）、抽烟不良行为概率

34/75（45.33%）。高脂饮食组间对比（χ2=11.1111，
P=0.0008）、喝酒（χ2=7.2948 ，P=0.0069）、高盐

饮食（χ2=5.9172，P=0.0150）、缺少 运动（χ2=10.6838 ，
P=0.0011）、抽烟（χ2=9.7200 ，P=0.0018）。 

2.4 分析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 
护理前，两组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对比

（P＞0.05）。其中，实验组 SSRS 评分为 20.31±3.71
（分）、CSES 评分为 23.31±3.71（分），对照组

SSRS 评分为 20.24±6.85（分）、CSES 评分为

23.44±6.85（分），组间 SSRS 评分对比（T=0.0778，
P=0.9381）、CSES 评分对比（T=0.1445，P=0.8853）。
护理后，实验组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高于对

照组（P＜0.05）。其中，实验组 SSRS 评分为

32.35±8.05（分）、CSES 评分为 33.35±4.05（分），

对照组 SSRS 评分为 24.82±4.85（分）、CSES 评分

为 26.22±5.85（分），组间 SSRS 评分对比（T=6.9388，
P=0.0000）、CSES 评分对比（T=8.6784，P=0.0000）。 

3 讨论 
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与科学的护理方式，紧紧

地围绕着其心理实施护理服务，不但可使得疗效提

升，亦可将其存在的各种不良观念纠正。健康教育

内容至关重要。临床健康教育中，需分析与调查冠

心病病人发生的健康知识共性问题，了解病人与家

属对健康教育的实际需求。使得病人、家属均可明

确疾病知识内容，提升其自理能力和治疗护理依从

性。根据临床调查发现，此疾病病人用药依从性不

强，影响因素多种，包含：付费模式、年龄、合并

疾病情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等。在开展健康教育的

时候，需统一化的为其组建对应性和全面性的健康

档案，明确病人病情、身心情况、疾病理解度以及

认知能力等等，综合性的对其健康教育需求评估。

辅以优质护理，不但关注疾病护理，更需关注病人

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使得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从中医角度上分析，明确病症类型，而后按照分型

给予其对应性的护理，可将艾灸、按摩、饮食疗法

以及情志护理等纳入其中。在病人病情稳定后，将

康复护理引入，在引导其积极锻炼的同时，亦需给

予其不良生活化习惯纠正干预，进而改善其生活质

量。此次研究中，分析两组护理价值。发现实验组

总知晓率 73/75（97.33%）高于对照组 66/75（88.00%）

（P<0.05）；护理后，两组病人自我管控态度评分

（P<0.05）；实验组出现不良行为概率高于对照组

（P<0.05）；护理后，实验组社会支持量表、自我

效能感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中医优质护理加健康教育对冠心病病人

护理，效果较优，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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