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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心病护理干预中的价值分析 

钱灵赢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重庆 

【摘要】目的 探讨行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心病护理干预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研究选取了 96 例 2021 年 5 月

至 2022 年 5 月在我院收治的老年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行为组，每组 48 例。常规组的患者接受了标准

化的常规护理指导，行为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了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结果 行为组的患者在护

理后心功能指标（LVEF、6MWD、LVEDD）和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行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心病护理干预中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和生活质量，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值得在老年冠心病护理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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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behavior change theory i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9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outine group and a behavioral group, with 48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routine nursing guidance, and the behavioral group 
implemen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behavior chang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the behavior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in terms of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LVEF, 6MWD, 
LVEDD) and satisfaction after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ehavior 
change theory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value i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promoting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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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老年心血管疾病，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1-2]。护理干预在老年

冠心病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3-4]。行为转变理论是一种

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行为改变的不同阶段进行针

对性干预的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护理干

预中[5-6]。但是，其在老年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尚

不足。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行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

心病护理干预中的价值，为临床护理提供理论依据，流

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 96 例我院在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收治的老年冠心病患者，根据抽签的方式将患者随

机分为常规组和行为组，每组 48 例患者。其中常规组

男、女分别为 22、26 例，年龄 65 ～ 81（68.63±4.63） 
岁；行为组男、女分别为 24、24 例，年龄 66 ～ 82
（68.83±4.93） 岁（见表 1）；组间老年冠心病患者

年龄、性别等常规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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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一般资料表 

组别 性别（男/女） 年龄（岁） 均龄（岁） 

常规组 22/26 65~81 68.63±4.63 

行为组 24/24 66~82  68.83±4.93 

 
1.2 方法 
常规组： 
在本研究中，常规组的患者接受了标准化的常规

护理指导。这种护理包括向患者提供药物的用法、饮食

的注意事项等基本内容。这些信息旨在确保患者对药

物治疗和术后恢复有基本的了解和指导。 
行为组：  
行为组的患者在接受了与常规组相同的常规护理

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了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

这一干预由一个专业的团队执行，该团队包括一名具

有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和两名从业 5 年以上并满足初级

护师资格的心内科护士。团队成员接受了统一的培训，

以确保能够熟练掌握冠心病PCI术后用药的相关知识，

包括药物种类、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根据患者服药行为的不

同阶段来设计的，包括意图前期、准备期、行动期和维

持期。在意图前期，重点在于加强健康宣教和自我效能

的激励，通过讲座、图解、宣传册和视频等方式加强健

康宣教，普及疾病知识和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向患者详

细介绍安全用药的好处，并警示不正确用药可能带来

的严重后果，并运用成功案例激励患者提升对抗疾病

的信心；在准备期，提供正面的引导和针对性的个体化

行为目标，医护人员与患者定期交流，提供正面引导，

共同制定具体的服药计划和行动目标，同时根据老年

患者的年龄、文化背景、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生活习

惯进行调整以确保可行性。 
为了确保患者能够正确服药，研究团队需每日观

察患者的服药情况，并对服药习惯不良的患者进行再

次的风险强化。此外，每周通过电话随访来追踪服药计

划的执行情况，以及时发现影响正确服药的危险因素，

并给予相应的指导。此外，对于服药习惯不佳的患者，

进行风险强化教育，以提高其对正确用药重要性的认

识。 
出院前，对患者的行为转变情况进行了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制定了相应的护理方案。同时，鼓励家属参

与护理过程，以提供持续的支持和监督。 
1.3 结局指标 
1.3.1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比较：主

要观察了以下三个关键指标：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六分钟步行距离（6MWD）以及左心室舒

张末期内径（LVEDD）。 
1.3.2 护理后老年冠心病患者满意度：根据从业经

验自制调查问卷，该问卷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在此评

分体系中，分数超过 95 分的参与者将被归类为“非常

满意”；分数在 85 分至 95 分之间的参与者将被认为

是“满意”；而分数低于 85 分的参与者则将被划分为

“不满意”类别。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分析。对于计数资料（老年冠心病

患者心功能指标）的描述，采用 [n,（%）]的形式进行

表示；对于计量资料（老年冠心病患者满意度）的描述，

则采用（ sx ± ）表达。在组间比较方面，根据数据类

型选择了 t 检验和 χ2 检验作为统计方法。若 P <0.05，
则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组间护理后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

对比 
行为组的 LVEDD 值相较于常规组呈现出显著降

低，而 6MWD 和 LVEF 则呈现出显著上升，这些差异

均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具体数据详见

表 2。 
2.2 组间护理后老年冠心病患者满意度 
行为组的老年冠心病患者满意度相较于常规组呈

现出显著上升，这些差异均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
＜0.05）。具体数据详见表 3。 

表 2  组间护理后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LVEF（%） 6MWD（m） LVEDD（mm） 

常规组 48 53.25±3.67 357.48±23.49 56.03±4.35 

行为组 48 59.07±3.59 427.57±21.56 50.01±4.27 

t - 7.854 15.230 6.842 

P -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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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间护理后老年冠心病患者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常规组 48 18（38%） 10（21%） 20（42%） 28（58%） 

行为组 48 34（71%） 12（25%） 2（4%） 46（96%） 

χ2 -    19.106 

P -    0.000  

 
3 讨论 
行为转变理论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行

为改变的不同阶段进行针对性干预的理论[7]。在本研究

中根据行为转变理论设计了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包括加强健康宣教、提供个体化行为目标、制定运动方

案等[8]。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促

进患者的行为改变，从而改善心功能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行为转变理论的护理干预

在改善老年冠心病患者心功能指标和提高患者满意度

方面均显示出显著优势（P＜0.05），进一步证实了行

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重要作用。这

得以于，在行为转变护理中，行为组患者通过监控、个

性化指导和支持，显著提高了患者服药的自觉性和正

确性，从而改善了心功能指标。其次，基于该理论的干

预更注重患者整体需求和体验，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

持，增强了患者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提高了满意度。 
综上所述，行为转变理论在老年冠心病护理干预

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它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功

能和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然而，未来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在长期护理中的效果，以提供更全

面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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