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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在心脏介入术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龚燕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认知行为干预在心脏介入术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用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

间，将于我院实施心脏介入术的 140 例患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各 70 例，予以不同护理措

施后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水平、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水平、心功能指标。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水平

优于参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生活质量水平高于参照组，心功能指标高于参照组，呈 P<0.05。结论 认
知行为干预的采用，能够促进患者心理状态水平的恢复、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水平及心功能指标，

能够促进健康的恢复，可予以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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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cardiac intervention 
nursing. Method: A total of 140 patients who will undergo cardiac interventional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each with 7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After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complication rate, quality of life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mental state level of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leve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ex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ith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mental stat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health, so it can be wide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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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介入术是一种新型诊断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技术[1]，通过穿刺体表血管将心脏导管送入，在特定心

脏导管操作技术下对心脏病实施确诊治疗，具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2]。但因患者对疾病及手术治疗的认知度较

低，对护理措施依从性较低，导致极易在术后形成并发

症，对患者的生命安全及身心健康影响较大，因此需予

以相应的护理措施[3]。为此本次研究将对认知行为干预，

在心脏介入术护理中的应用实施分析研究，详细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应用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

期间，将于我院实施心脏介入术的 140 例患者，按照

入院先后顺序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研究组 70 例，男

36 例、女 34 例，年龄范围 29-62 岁，平均年龄

（45.56±3.49）岁。参照组 70 例，男 32 例、女 38 例，

年龄范围 28-65 岁，平均年龄（46.57±3.52）岁。一般

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纳入标准：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经伦理委员会

批准。 
排除标准：精神异常；严重合并心脏疾病；肝肾功

能障碍；认知语言功能障碍；凝血功能异常；血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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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妊娠哺乳期女性。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相

关注意事项及护理重要性讲解，提高护理依从性，予以

相应的心理引导措施，降低不良心理的影响。监测患者

的体征情况，予以相应的治疗药物及营养液的补给。依

据恢复情况实施相应的康复训练措施，促进健康的恢

复。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措施基础上实施认知行为干

预（1）健康教育，为患者讲解疾病形成原因及相关注

意事项，讲解手术治疗方法过程及护理措施对治疗效

果的影响，提供治疗成功案例，提高患者的治疗护理依

从性及治愈信心。实施心理引导措施，降低不良心理对

患者的影响。（2）行为干预，依据患者的饮食习惯及

生活习惯，对其饮食结构实施控制管理，降低患者对高

脂肪、高胆固醇及糖的摄入，予以富含蛋白质及维生素

的食物蔬菜谷物等。依据患者的康复情况，指导患者进

行相应的运动措施，并告知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逐渐

提高机体功能的恢复效果，告知患者严禁吸烟饮酒。（3）
用药干预，为患者讲解药物的正确服用标准，详细阐述

遵医嘱服用标准药物的重要性，告知正确用药对其病

症治疗效果及最终健康恢复质量的重要性。阐述错误

用药后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表现内容，讲述错误

用药后对患者病症及其生命安全的影响情况。叮嘱其

用药期间关注药物是否为过期药物，告知药物服用后

的不良反应及过敏反应表现有哪些，叮嘱其若有用药

后不良反应表现情况时立即通知医护人员进行通知处

理，从而起到用药后的安全保护作用效果。（4）饮食

干预，依据治疗后患者病症的表现情况及治疗效果，通

过询问患者或患者家属了解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

惯，随后依据治疗效果及病症表现情况、营养指标状况

为其设计相应的饮食结构计划。实现为患者补充机体

所需营养促进患者健康的恢复，逐渐提高患者的机体

免疫功能，强化最终的病症治疗效果。（5）运动干预，

根据患者最终健康的恢复效果及创口的愈合效果，为

患者选择相应的运动干预措施，逐渐促进患者心功能

的有效恢复，推动患者肢体功能的健康恢复，进一步强

化患者健康的恢复效果与质量。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水平，包括 SAS（焦虑自评量表，

临界值为 50 分）、SDS（抑郁自评量表，临界值为 53
分）。 

（2）并发症发生率，包括感染、脓肿、败血症。 
（3）生活质量水平，包括生理职能、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越好。 
（4）心功能恢复情况，包括左室射血分数、左心

室舒张末期内径、前体脑钠肽、六分钟步行距离。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版本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实

施分析，实施 t 值卡方值检验，在卡方值<0.05 时表明

研究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应用百分比表示并发

症发生率及计数资料，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水平 
研究组心理状态水平优于参照组，呈 P<0.05，附

表 1。 
2.2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呈 P<0.05，附

表 2。 
2.3 生活质量水平 
研究组生活质量水平高于参照组，呈 P<0.05，附

表 3。 
2.4 心功能指标 
研究心功能指标高于参照组，呈 P<0.05。 
研究组左室射血分数（62.25±3.24）%、左心室舒

张末期内径（31.27±3.14）mm、前体脑钠肽（265.21 ± 
12.35）pg/ml、六分钟步行距离（634.25±15.32）m，参

照组左室射血分数（52.27±3.16）%、左心室舒张末期

内径（28.65±3.45）mm、前体脑钠肽（213.43±12.42）
pg/ml、六分钟步行距离（524.28±15.64）m，（t=18.449/ 
4.698/24.734/42.025 均 P<0.05）。研究组心功能指标高

于参照组，呈 P<0.05。 

表 1 心理状态水平对比（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研究组 70 35.62±2.15 34.82±2.34 

参照组 70 49.62±2.52 52.37±2.19 

t  35.360 45.814 

P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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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感染 脓肿 败血症 发生率 

研究组 70 1（1.43） 1（1.43） 0（4.35） 2（2.86） 

参照组 70 3（4.28） 3（4.28） 2（2.86） 8（11.42） 

χ2     3.876 

P     0.048 

表 3 生活质量水平对比（分）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社会职能 

研究组 70 92.67±5.82 92.86±5.27 93.92±5.10 

参照组 70 83.73±5.39 84.97±5.58 86.58±5.56 

t  9.429 8.600 8.139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心脏介入术的手术操作时间短属于微创手术[4]，具

有术后恢复快的特点，安全性较高。但因患者对自身疾

病及治疗措施的认知度较低，导致患者的治疗护理依从

性较低极易在术后形成并发症，对其健康及生命安全影

响较大。在临床研究中了解到，认知行为干预措施可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健康的恢复。通过对患者实施健

康教育干预，提高患者的认知[5]，为患者讲解疾病形成

原因及相关注意事项，讲解手术过程方法及护理措施的

实施对最终康复效果的重要性[6]，对其提出的疑问予以

详细解答，予以治疗成功案例，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性

及治愈信心与对疾病的认知[7]。实施行为干预，依据患

者的生活饮食习惯，对其饮食结构实施控制管理，控制

降低患者对高脂肪、高胆固醇及糖的摄入，予以其富含

蛋白质及维生素的食物，并依据患者的术后康复情况，

指导其进行相应的运动措施，提高机体给能推动健康的

恢复[8]。据本次护理结果对比可见，研究组患者的心理

状态水平优于参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参照组，生活

质量水平高于参照组，呈 P<0.05；表明了认知行为干预

的实施，能够促进患者心理状态水平的恢复、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能够促进患者健

康的恢复，保障其生命安全。 
言而总之，认知行为干预在心脏介入术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可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在相关手

术护理过程中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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