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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护理应用健康教育的策略及效果观察

张 响

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东营

【摘要】目的 分析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效果。方法 从 2020年 1月-2022年 1 月区间院

内接受的老年冠心病患者内随机选择 40例进行实验，根据干预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

20例。对照组整体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整体接受健康教育，对比相关指标。结果 实验组依从性（95.0%）

显著高于对照组（65.0%），χ2=5.6250（P＜0.05）；实验组定期复诊、自我调节、服药管理、适当运动及

控制饮食评分为（84.33±6.96）分、（82.29±6.02）分、（82.14±4.53）分、（81.93±4.55）分、（80.73±4.31）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75.20±5.99）分、（73.54±4.23）分、（76.25±4.06）分、（74.08±4.44）分、（71.82±5.61）
分，T=4.4464、5.3185、4.3301、5.5221、5.6324（P＜0.05）。结论 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后，可

以提升患者的依从性，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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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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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4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ccepted in
the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form, that is, experiment and control,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s a whol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as a whole.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5.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5.0%), χ2=5.6250 (P < 0.05); The scores of regular follow-up, self-regulation, medication
management, appropriate exercise and diet contro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84.33 ± 6.96), (82.29 ± 6.02),
(82.14 ± 4.53), (81.93 ± 4.55) and (80.73 ± 4.31),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5.20 ± 5.99), (73.54 ± 4.23), (76.25 ± 4.06), (74.08 ± 4.44) and (71.82 ± 5.61), T=4.4464、5.3185、4.3301、5.5221、
5.6324（P＜0.05）。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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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作为当前临床内心脏病变常见的类型之

一，该病主要是心肌部位出现缺血、缺氧的坏死情

况。冠心病是因机体内冠状动脉受到影响后，出现

冠状动脉硬化症状后，诱发心肌部位出现的缺血、

缺氧病变，甚至患者病情严重的时候，直接对患者

的病情产生威胁[1-2]。冠心病具有反复发作、发生率

稍高等病情特点。此外，冠心病多见于中老年人群

内，其对疾病的了解内容比较少，再加上长时间受

到病情的折磨以及影响后，患者的依从性显著降低，

故需强化临床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展开健康教育

工作，以此提升患者的干预效果，改善预后[3-4]。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 2020年 1月-2022年 1月区间院内接受的老

年冠心病患者内随机选择 40例进行实验，根据干预

形式对其进行分组，即实验与对照，每组内 20例。

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13:7，患者年龄范围在（65-80）
岁之间，均龄值是（67.13±2.42）岁，病程时间在（2-9）
个月，病程均值为（4.62±1.71）个月，其中 2 例为

冠脉搭桥术后，11例为冠脉支架植入术后，7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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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心功能不全；实验组男女占比为 16:4，患者

年龄在（65-81）岁，均龄值为（67.12±2.43）岁，

最长病程为 8 个月，最短为 2 个月，病程均值为

（4.53±2.02）个月，其中 2例为冠脉搭桥术后，12
例为冠脉支架植入术后，6例为稳定性心功能不全。

以统计学软件对两组疾病类型、病程、年龄与性别

等资料进行分析与对比，P＞0.05。纳入标准：（1）
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确诊为老年冠心病。

排除标准：（1）存在血液疾病。（2）存在传染病

变。

1.2方法

对照组整体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整体接受健

康教育：（1）疾病健康教育：患者对于疾病的了解

较少，患者没有正确看待疾病，不仅会导致患者出

现不良情绪，还会影响患者的临床依从性。此时，

护士需加大与患者的沟通程度，积极对患者进行健

康教育，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讲解措

施，随后对患者讲解疾病发生机制、注意事项，纠

正患者的错误想法，让患者对疾病产生正确的认知。

（2）饮食健康教育：护士需注意控制患者的热量摄

入，保证患者的体重处于理想状态内，减少患者进

食纯糖、甜食等食物，降低患者摄入的胆固醇含量。

护士需注意控制患者每天摄入的胆固醇量低于 300
毫克，或患者摄入食物的整体热量每千卡低于 100
毫克。所以，护士可以建议患者日常饮食内尽量选

择水产鱼类食物，这一类食物属于优质蛋白类，容

易被人体吸收，可以帮助机体调节原本的血脂水平，

故这一类食物与禽肉类食物相比，其更适合冠心病

患者食用。护士需注意指导患者多进食一些新鲜的

蔬菜水果，减少使用动物内脏、高脂肪类食物。护

士可以知道患者多进食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以此

吸附更多的胆固醇，以此降低胆固醇。（3）药物健

康教育：护士需对患者详细讲解药物的作用以及不

良反应，让患者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使患者明

确遵医嘱服用药物对疾病的作用，了解不能随机增

加或减少药物的服用量，更不能自行停止药物。护

士对患者进行讲解之后，可以让患者对自己的日常

进行检测，并掌握更多的知识，明确抗凝药物服用

后，需关注观察自身的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医生。患者服用利尿药物之后，可以密切

观察患者的尿量变化，明确自己的情况。（4）运动

健康教育：护士需以患者的实际情况为主，合理设

计患者的运动计划，逐渐增加患者的运动量，时刻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运动，以此提升患者的运

动耐力以及身体素质，帮助患者稳定各项指标。（5）
心理健康教育：冠心病极易受到人体情绪变化的影

响，且患者存在疾病的时间比较长，导致患者出现

各种心理压力以及负面情绪。因此，护士需对患者

进行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协助患者树立良好的心态，

让患者积极面对，避免患者的情绪囧。护士还需叮

嘱患者保证自身的生活规律，放松自己的情绪，以

平和的情绪面对疾病、自身，有助于提升患者的依

从性，配合医护人员的干预措施。护士还需叮嘱患

者家属给予患者情感支持，将更多的耐心、爱心用

于患者身上，必要时可以讲解部分案例，以此提升

老年患者对于疾病治疗的信心。

1.3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分析干预后两组治疗依从性。

分析干预后两组自我管理能力，共包括 5个维

度，分别是定期复诊、自我调节、服药管理、适当

运动及控制饮食，每个维度评分为 100 分，评分越

高，则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强。

1.4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

例（n/%）表示，χ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
标准差（x±s）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

异。

2 结果

2.1依从性

实验组依从性为优的人数为 11，良好的人数为

8，差的人数为 1，依从性为 95%，对照组依从性为

优的人数为 6，良好的人数为 7，差的人数为 1，依

从性为 65%，χ2为 5.6250，P＜0.05。
2.2自我管理能力

由下表 1 可知，实验组自我管理能力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

表 1 分析干预后两组自我管理能力（x±s，分）

组别 例数 定期复诊 自我调节 服药管理 适当运动 控制饮食

对照组 20 75.20±5.99 73.54±4.23 76.25±4.06 74.08±4.44 71.82±5.61

实验组 20 84.33±6.96 82.29±6.02 82.14±4.53 81.93±4.55 80.73±4.31

T值 - 4.4464 5.3185 4.3301 5.5221 5.6324

P值 -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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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临床疾病中，冠心病作为常见的心脏病变，

也是人体死亡的主要因素[5-6]。现阶段，临床还没有

明确冠心病患者的疾病发生因素，且多种因素都会

诱发患者出现冠心病，且疾病会在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的基础上，心脏内细胞出现缺氧或者供氧失衡的

秦光，致使心肌细胞缺血、缺氧，进而影响患者的

身体，诱发病变，甚至部分病情严重的患者还会出

现心绞痛[7-8]。当前，临床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治疗的

过程中，多是采用药物进行保守治疗[9-10]。然而，部

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因疾病了解较少，患者没有

遵医嘱服用药物，进而影响疗效[11-12]。健康教育可

以将多种知识讲解给患者，让患者对疾病产生更多

的认知，转变患者以往的想法，以此实现干预的目

的[13-14]。同时，将健康教育用于老年冠心病患者干

预内，可以从多个角度着手，对患者进行详细的教

育工作，让患者了解疾病内容，明确药物治疗的效

果，掌握更多的知识，遵医嘱服用药物，显著提升

患者的依从性[15-16]。此外，护士还可以根据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程度合理干预，使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

习惯，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让其形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内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干预，

以此保证患者的干预效果，提升预后，有助于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17]。

综上所述，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后，

可以提升患者的依从性，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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