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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护理应用健康教育的策略分析 

李乙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杭州 

【摘要】目的 分析老年冠心病患者接受健康教育的策略及效果。方法 将我院在 2021.1 月至 2022.1 月

收治的 80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的办法，将其分成研究组及常规组，后者予以常规

护理，前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添加健康教育，对两组的护理干预效果展开对比。结果 在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上比较，研究组健康知识掌握率为 97.5％，明显高于常规组的 75％，P＜0.05；生活质量评分比较上，研究

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焦虑抑郁评分比较上，干预前两组无差异，P＞0.05，干预后研究组评

分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 对老年冠心病患者而言，应用健康教育策略，会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知识掌握程度，使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被调节，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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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f applying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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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and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The latter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former adde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ate of mastering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 in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y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knowledge mastery of patients, and regulate 
their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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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全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也

是临床当中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疾病，老年患者居

多[1]。老年冠心病患者由于体质、年龄等因素，致

使他们在疾病发作后无法掌握较多的疾病相关知

识，所以治疗阶段不够配合人员的工作，也未能遵

医嘱用药，不仅影响到整体的治疗效果，同时也会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情绪造成不良影响[2]。对

此，对老年冠心病患者而言，他们在接受治疗时，

不仅要提供高质量的治疗，同时也要注重护理工作

的展开，健康教育也必不可少，会强化患者的疾病

认知，使他们的情绪和态度获得转变[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的起始时间为 2021.1 月至 2022.1 月，

这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是研究的

对象，之后选用随机分组法，将全部的患者平均分

成两部分，一部分为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接受健康教育，另外一部分为常规组，接受常规护

理，两组的人员数量相同，都是 40 例。有 17 名女

患者和 23 名男患者的组别是研究组，有 16 名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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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 24 名男患者的组别是常规组，研究组患者的年

龄在 65 岁-80 岁之间，平均的年龄是（72.25±3.25）
岁，常规组年龄在 66 岁-8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73.01.±3.21）岁，通过完成两组一般资料的对比，

得知 P 值大于 0.05，有比较的价值。 
1.2 方法 
常规组中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在治疗阶段，

为患者讲解药物的正常用量，并时刻监测着患者的

病情，做好饮食干预等工作。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额外展开健康教

育，具体的策略如下：①心理干预：部分老年冠心

病患者，由于患上了疾病，所以在生活质量上也随

之降低，此时除了身体上的煎熬，心理上也会出现

些许波动，极易形成负面情绪。对此，护理人员要

对患者到心理状况展开评估，并在健康教育的基础

上予以一定的心理护理，改善患者当下所存在的负

面心理情绪，让他们拥有一个较好的心态接受治疗，

并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②个体教育：护理人员要

根据患者的真实病情状况，予以一对一的教育工作，

为患者讲解冠心病的诱因、危险因素、注意事项和

治疗方案，并告知患者平日里对健康有利的方法，

使患者在疾病认知能力上显著提高。③集体教育：

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们日常所关心的疾病相关内

容，展开形式多种的冠心病知识讲座，通过患者们

的一同参与，让大家提出疑问，并由护理人员和专

家解决疑问，从而对患者的生活以及治疗提供有效

指导，让患者正确饮食、规律作息。例如，展开运

动指导。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平日里也要适当的

运动，可为患者推荐一些运动强度小的锻炼形式，

且患者运动的期间患者家属也要在一旁展开观察，

查看患者的心率状况，防止患者运动过程中出现意

外。④书面教育：护理人员可为冠心病患者发放健

康宣传手册，并在病房较为明显的位置张贴有关冠

心病疾病知识的宣传海报，对疾病的防治方法进行

介绍，从而让患者了解一定疾病预防知识，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各种因素，提高患者身体恢复的速度，

也控制住患者的病情。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1）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观察，根据医院自制量

表，测试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分为基本掌握、

未掌握。 
（2）观察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具体采用

SAS、SDS 评分量表，患者得分越高，表示着焦虑、

抑郁情况越严重。 
（3）对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展开评定，生活

质量项目包括角色、躯体、情感、认知，评分越高，

代表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和分析 
把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当作数据处理的主要

工具，分析处理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资

料用（ sx ± ）表示，检验分别采用 χ2 和 t 检验，有

统计学差异时，P＜0.05。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研究组中的 40 例患者，经健康教育后，基本掌

握的有 39 例，未掌握有 1 例，健康知识掌握率为

97.5％，常规组中的 40 例患者，经干预后，基本掌

握的有 30 例、未掌握有 10 例，健康知识掌握率为

75％，χ2 值为 8.5375，P 值为 0.0034，组间比较分

别干预后两组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常规组评分不

及研究组，P＜0.05。 
2.2 不良心理情绪 
干预前，两组在焦虑、抑郁情绪比较上，评分

无显著差异，而干预后研究组和常规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且干预后研究组的焦

虑抑郁评分要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具体数据

见表 1。 

表 1  心理状况两组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40 59.40±5.01 44.30±3.02 59.92±4.63 42.93±3.79 

常规组 40 59.42±5.02 53.19±3.29 59.71±4.73 50.19±4.09 

t  0.0178 12.5898 0.2007 8.2346 

P  0.9858 0.0000 0.841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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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活质量评分 
经分别干预后，研究组的角色、躯体、情感、

认知评分依次为（13.25±3.67）、（12.11±2.49）、

（11.03±2.92）、（12.00±2.52）分，常规组的角色、

躯体、情感、认知评分依次为（9.16±2.06）、

（10.08±2.15）、（9.25±2.99）、（9.81±2.40）分，

组间比较得知 t 值依次为 6.1463、3.9027、2.6937、
3.9801，P 值均＜0.05.研究组的生活质量评分（角色、

躯体、情感、认知）均要优于常规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分，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3 讨论 
冠心病这一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同时会威胁

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对此，要对冠心病患者及时治

疗，并告知患者疾病相关知识，使患者对疾病形成

一个正确的认知[4]。但是，由于冠心病患者绝大多

数都是老年患者，他们会因为省事或者是认为没必

要，而选择不按照医嘱用药，平日生活也不重视健

康习惯的养成，这也加重了他们的疾病发展[5]。为

了改善这一情况，在常规护理中可加入健康教育，

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了解疾病有关知识，做好心理

和身体上的准备，更好的面对接下来的治疗，配合

医护人员的工作[6]。此外，健康教育工作的落实，

会让更多的老年冠心病患者建立治疗信心，知晓疾

病的有关注意事项，从而进行自我管理，将疾病控

制住[7]。 
在此次的研究当中，常规组患者予以了常规护

理，而研究组患者在常规组基础上额外进行了健康

教育。经过分别干预后，研究组的健康知识掌握评

分明显高于常规组中的患者，这也表示了健康教育

中的个体护理、集体护理起到了作用，使患者了解

到更多的疾病知识，并把知识牢牢记忆下来；在生

活质量评分比较上，研究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

于常规组患者，P＜0.05，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健康教

育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的重要性，通过健康教育

工作的实施，会让患者根据医护人员的治疗护理方

案完成自我照顾，以此提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质量。

而最后两组焦虑抑郁评分的比较情况来看，经过护

理干预后，研究组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常规组

患者，P＜0.05，这也说明健康教育也让患者知道了

情绪对疾病的影响，从而调整自身情绪，积极的面

对疾病治疗。 
综上所述，将健康教育用到老年冠心病患者护

理中，不仅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让其掌握更多

的疾病相关知识，同时也有助于和谐护患关系的构

建，让一些不良情绪远离患者，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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