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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方案的制订与应用 

郁娟娟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探讨重症冠心患者者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方案的制订和应用。方法 选择 2021年 3月至 2022
年 3 月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时段，在此一年间我院收治的重症冠心患者者 98 名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录入 49 名，干预组录入 49 名。对所有重症冠心

病患者都采取护理干预，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式，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使用心脏康复

分级护理。收集两组冠心病患者通过为期 1 个月的护理后的重症冠心患者者不良情绪、患者生存质量、护

理满意度等指标进行收集对比分析。结果 通过不同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后，干预组的患者术后不良情（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干预组患者术后生存质量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对重症冠心病患者护理时，采用心脏康复分级护理

的方式进行疾病护理，能够提高重症冠心患者者生存质量，同时能够减轻心绞痛和缓解冠心患者术后不良

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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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grading nursing 
program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oronavirus heart.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period of this study, and 98 severe coronaviru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49 entri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9 entri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per- 
formed for all patients with severe CAD, 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usual care approach, and the inter- 
venetion group us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graded care based on the usual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adverse mood,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and care satisfac- 
tion for 1 month of care. Results After nursing with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postoperative adverse conditions 
(SDS depression score and SAS anxiety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qualit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use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graded nursing for diseas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duce angina pectoris and relieve postoperative 
advers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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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简称。冠心病的发

病机制为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血栓栓塞或血管发

生痉挛，使管腔狭窄甚至堵塞，血液流通过程中通过

受阻，在这种情况下，下游的心肌得不到充分血液流

入，由此形成冠心病[1]。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胸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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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方式包括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和搭桥手术[2]。冠

心病在经过治疗后将经历较长时间的康复休养期，在

此期间需要对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常规的护理方式重

点强调对冠心病人疾病的控制和日常起居的护理，在

护理过程中不能对患者进行针对性和区别对待，重症

冠心患者者无法得到较好的预后改善，临床护理中发

现，通过新型的护理方式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对重症冠

心病病人进行护理，能够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3]。因此

本文针对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作用进

行分析探讨，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之间我院收治的

重症冠心病病人 98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分组的方式将 98 名患者分成两组，即为对照组和

干预组。对两组重症冠心病患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护

理观察。对照组（49 例，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26 例。

最大年龄 68 岁，最小年龄 34 岁，平均年龄 56.42±2.32
岁。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49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23 例。最大年龄 72 岁，最小年龄 36 岁，平

均年龄 57.42±1.72 岁。采用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对

比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其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进行后续的对照实验（P＞0.05）。 
（1）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及家属对本次

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②所有被研究人员均满

足冠心病诊断标准。③所有患者资料完整可查。 
排除标准：①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②排

除由于精神疾病导致无法正常交流患者。③排除患有

感染性疾病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即对患者进行疾病宣传，在

护理过程中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并告知该家属在治

疗过程中的个体状况，尤其是在进行患者家属的健康

宣教时，需要为其家属讲解关于护理的相关内容，以

及治疗过程中的配合要求，借此保障后续治疗工作的

开展；日常注意科学合理饮食，忌辛辣等。 
（2）干预组 
采用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分析重症冠心患者者心

脏康复护理的重点和难点，并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

具体如下： 
①成立心脏康复分级护理专项管理小组：小组成

员由冠心病重症监护室医生 2 名、护士 3 名、心脏康

复中心康复师 1 名和康复护士 1 名组成，其中还有 1
名研究人员，由临床康复经验丰富、硕士学历的人员

担任，负责整个康复护理方案的统筹和护理措施的安

排，并对护理效果进行评价。 
②设计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患者危险分层评估表：

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小组研究人员和康复医师根据冠心

病治疗方法和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分级护理患者危

险分层评估表。 
③制订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方案：分析总结重症冠

心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期间的康复需求、康复内容和康

复目标等因素，确认分级护理方案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制订出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方案。 
④实施心脏康复分级护理方案：1）为患者建立疾

病档案，记录患者日常病情变化情况；医护可通过制

作疾病预防和护理小册子或在病房内播放演示文稿的

方式进行健康宣传；2）日常护理中可以加强对疾病的

知识普及讲解，将冠心病这一疾病的发病原因以及并

发症和后期治疗方案告知患者，使患者明白自身疾病

特点，做好长时间用药和康复的准备，消除其恐惧心

理和焦虑心理；长时间患病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增大，

医护可在护理过程中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沟通，实时了

解患者心理状态，对患者不良情绪进行疏导；护理时

采用亲和力语言对患者进行安慰。日常护理过程中采

用亲和力的语言进行沟通，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增加

护理依从性；冠心病的治疗需要较大的经济基础，在

治疗过程中较多患者由于治疗花费家庭大部分积蓄而

产生内疚、自责的不良心理。在护理过程中，医护可

以联合患者家属一起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使患者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情亲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治疗康复

信心；3）冠心病的患者大多为老年人，在护理过程中

医护人员可以为老年冠心病患者定制用药计划书，根

据个体用药不同制定不同的小册子让患者带在身边，

也可为患者设定用药闹钟，定时提醒患者合理用药；

对于药量则可采取分次包装的方式，由康复护士为其

每天的药物进行分包装，每次只需取一袋服用；4）在

卧床期间医护可协助患者进行翻身，防止褥疮的产生；

嘱咐日常适度锻炼，可进行慢跑，慢走等轻度有氧运

动；告知患者出院后也要坚持运动，养成健康、规律

的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收集两组冠心病患者通过为期 1 个月的

护理后的重症冠心患者者不良情绪、患者生存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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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收集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sx ± 和

t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χ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不良情绪对比 
经过护理，干预组患者 SAS 评分（45.59±8.52），

SDS 评分（45.37±8.42）；对照组患者 SAS 评分（51.2± 
10.71），SDS 评分（51.95±10.89）。对比可知，干预

组 SDS 抑郁评分、SAS 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t1=2.929，P1=0.004，
t2=3.380，P2=0.001，P＜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对比 
经过护理，干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91.25± 

4.31），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74.33±6.12）。对

比可知，干预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t=15.823，P= 
0.001＜0.05）。 

3 讨论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中，大部分都存在老年慢性

病，其中冠心病是老年慢性病的常见病症。在重症冠

心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年纪普遍较大，

对疾病的发病机制和发病状况没有足够认识，对治疗

后的并发症也不能准确地进行判断处理，且该疾病的

治疗时间长，康复时间更久，导致患者在治疗康复过

程中心里受到极大的打击。不良情绪直接影响患者的

治疗，还容易导致冠心病复发[4]。因此，在对重症冠心

患者者实施治疗的基础上，必须辅以合理的护理干预，

以改善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常规的护理方式在对重症冠心患者进行护理时取

得的护理效果不佳，因此临床上采用了新的护理方式

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心脏康复分级护理主要是针对

患者的病情，结合冠心病治疗方法等相关资料和内容，

对重症冠心患者的护理重点、难点进行分析，以患者

为中心，充分了解患者在治疗期间的需求和身心各项

指标变化，制订相应的护理方案并投入实施[5]。成立心

脏康复分级护理专项小组，对患者实施全方位、细致

化、优质化的护理，护理过程中全程为病人着想，一

切活动都要把病人放在首位。护理时需要不仅要保持

病人身体方面的舒适度，还需要对患者的心理进行有

效护理[6]。在本次研究中，除了对患者实施用药指导外，

康复护理人员还需对患者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等方

面的指标进行分析，掌握患者生命体征；在患者心理

方面进行疏导，缓解其不良情绪的产生，增加护理依

从性，构建良好护患关系；我患者提供感觉舒适的治

疗环境；护理人员要引导其进行放松锻炼，缓解压抑

感。通过护理后，重症冠心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

的提升，患者的不良情绪也有了明显的改善[7]。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治疗过程中对患者实施有效

的心脏康复分级护理，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护理效

果明显，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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