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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在冠心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师 华

山东省郓城县人民医院心内科 山东 菏泽 274700

【摘 要】目的：研究在冠心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健康教育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选择 2019年 4月－ 2020年 6月我院收治的
80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40例，进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
组患者 40例，进行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掌握程度护理前后以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掌
握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0.05；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P＜ 0.05。结论：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在
冠心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冠心病；临床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685(2021)51-95-02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model  
in clinical nursing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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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model in clinical nursing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mode; 4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 mode. The mastery degre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mastery of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model in clinical nursing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s effective,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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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压力的逐渐增加，人们的生活作息时间越来越混乱，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冠心病。冠心病主要是由于冠状血管出

现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狭窄、阻塞的一种常见心脏疾病 [1]。

临床表现为胸闷、恶心等，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休克、

猝死等症状，严重地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治疗后，需要实施合理有效的护理措

施，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2]。本研究探讨了健

康教育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4月－ 2020年 6月我院收治的 80例冠心病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40例，其中男性患者 24例，女性患者 16例，
平均年龄（68.38±6.67）岁；观察组患者 40例，男性患者 23例，
女性患者 17例，平均年龄（67.19±6.84）岁。两组一般资料无
明显差异（P＞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模式 具体内容包括为患者

提供舒适干净的生活环境，进行口头宣教，并对患者的生命体征

进行严格监控并汇报。

1.2.2 观察组患者在以上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护理模式 具
体措施如下：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的

健康宣教；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教育，为患者树立信心，缓解患者

的负面情绪，引导患者的心理状态；加强对患者生活作息的指导，

为患者指导健康的作息时间，保持充足的睡眠；加强对患者的饮

食管理，为患者提供充足的营养摄入，并为患者指导饮食禁忌；

加强患者的用药指导，强调患者需要根据医生的叮嘱按时按量的

用药，以及指导患者做正确的用药注意事项等。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掌握度进行评判分析，主要分为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无掌握，总掌握度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总例
数×100%。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主要从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物质生活、社会功能这 4个方面进行评分，评分越高
则说明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研究所得所有项目数据资料均纳入 SPSS 22.0软件分

析，t检验与 x2检验，P＜ 0.05可认为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认为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掌握度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总掌握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P＜ 0.05，如表 1。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析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0.05，如

表 2。
3 讨论

在对冠心病的护理过程中，正确合理的护理措施能够让患者

尽快康复，并使得患者对自身的疾病有明确的认知以及理解，让患

者在出院后也能够较好地进行自我护理 [3]。但常规的护理措施并不

能全面细致地兼顾患者，因此需要对患者实施更加全面的健康教育

护理模式，提高患者的健康教育程度，使患者能够更完整地掌握健

康教育相关的知识，提升生活质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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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掌握度比较分析 [n(%)]
组别 例数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无掌握 总掌握率

观察组 40 16（40.00） 13（32.50） 11（27.50） 29（72.50）
对照组 40 21（52.50） 17（42.50） 2（5.00） 38（95.00）

x2 7.440
P 0.006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析（x±s）
组别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

对照组（n=40）
护理前 42.11±3.21 35.52±3.31 42.18±3.36 43.17±3.33
护理后 58.61±5.36 65.19±5.26 64.28±5.19 64.51±5.18

观察组（n=40）
护理前 42.13±3.16 35.16±3.29 43.01±3.61 43.61±3.14
护理后 66.81±5.21 76.81±5.61 76.91±5.31 78.49±5.41

t 6.938 9.556 10.758 11.805
P 0.000 0.000 0.000 0.000

本次研究探讨了健康教育模式在冠心病患者护理过程中的
应用效果，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完全掌握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并且观察患者的总掌握度为 95.00%，而对照组患者仅为
72.50%，两组患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P＜ 0.05；对比两组
患者的生活质量，其中观察组患者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物质
生活、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且两组患者之间的
数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P＜ 0.05。所以在对冠心病患者的护理
中实施健康教育护理模式的效果十分显著，能够明显地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的压力 [5]。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护理在冠心病的护理中应用效果显著，
能够明显地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临床护理的应用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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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果发现干预组患者在生活质量与满意度上明显高于对照
组，而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108，
P＜ 0.05)，详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两组干预后并发症的比较

n 有并发症 无并发症 P
干预组 43 7 36 ＜ 0.05
对照组 43 2 41 NA

表 2 生活质量评估（QLQ-C30 评分）对比

例数 术后 1个月 术后 3个月 术后 6个月
干预组 43 65±18 74±9 82±23
对照组 43 67±22 69±11 73±16

t 0.87 1.15 2.15
P NA NA ＜ 0.05

表 3 患者满意度对比

例数 非常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x2 P
观察组 42 14 16 11 1 3.08 ＜ 0.05
3 讨论

研究表明，社会隔离与经济不安全感对肠造口患者的造口适
应性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肠造口患者的社会隔离感与经济不安
全感越高，其造口适应性越差。降低肠造口患者的社会隔离感将
有助于提升患者造口后的适应性，临床工作者应及时评估肠造口
患者的心理情况，并多与社会隔离感较强的患者进行交流，帮助
患者更好地掌握造口护理方法，了解最新的造口信息，如造口护
理方法的改进、造口附属产品的更新优化等，鼓励患者多与自己
的亲朋好友进行沟通交流，帮助患者做好融入社会进行社交活动

的准备。同时，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给予针对性的鼓
励与帮助，以逐渐降低患者的社交隔离感，提升患者的造口适
应性。研究表明肠造口患者的心理韧性、创伤后成长与其生活质
量密切相关 ,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的一般情况、心理韧性及创伤
后成长提高其生活质量 。
4 小结

家庭护理及心理疏导在患者疾病治疗及生活质量有积极作
用，而肠造口是一种违反生理的残疾或畸形 ，随着肠造口患者的
成活率不断提高，肠造口患者合并糖尿病术后由于疾病原因，更
容易导致造口相关并发症，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因此
家庭护理与心理疏导疏导对于肠造口患者合并糖尿病术后至关重
要。综上所述，用家庭护理以及个性化心理疏导疏导对肠造口术
后合并糖尿病患者意义重大，适合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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