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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对心血管患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王青 徐清 丁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江西南昌 330006）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对心血管患者的护理效果。 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收治的 68 例
心血管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4 例。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用健康教育与心

理护理，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焦虑（SAS）、抑郁（SDS）评分。 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

率以及 SAS、S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能有效提高心血管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减少并发症发生率，缓解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具有良好的护理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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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病症，有“四
高一多”的特点：即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
复发率高、并发症多[1]。 心血管疾病以往多发于老年
人，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压力，中年患者的发病
率也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了人类的身心健康。 本
文旨在探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对心血管患者的护
理效果。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3年 3月 ~2014年
3月收治的 68例心血管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 34例。 观察组男 18例，女 16 例，年龄
30~72 岁，平均年龄为（50.4±1.9）岁；对照组男 20
例，女 14 例，年龄 32~76 岁，平均年龄为（53.7±
2.0）岁。所有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具有
可比性（P＞0.05）。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监督患
者多食用清淡食物，帮助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在静
脉输液时要保护患者血管，对长期卧床患者要定期
翻身、清洁，以免产生压疮。 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加用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具体从健康
教育、心理护理以及出院指导三方面入手。（1）健康
教育：先收集患者的全部信息资料，如性别、年龄、意
识状态、家庭情况等，进而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合理
的健康教育方案；实行集体健康教育，通过发放健康
知识小手册、开设健康教育知识讲座等向患者讲述
心血管系统各类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手
段、护理措施等知识；尽量让患者明确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消除患者对心血管疾病的知识盲点；
将病房的温度尽量控制在 24℃左右，为患者创造一
个舒适的治疗环境。（2）心理护理：先安慰患者消极
情绪，缓解其心理压力，促使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和
护理；充分了解不同病人的心理特点，以开展有针对
性的心理护理，如心理疏导法、超觉静思法、音乐疗

法、气功疗法等；充分尊重患者的个人隐私和尊严，
耐心聆听患者的需求，并尽量满足；给患者多讲述心
血管疾病的成功治愈案例，增强患者的治愈信心；多
与患者家属沟通， 帮助患者家属了解和掌握心理护
理方法，以加强家属的配合度。（3）出院指导：患者出
院后，嘱咐用药的方法，建立治疗档案，并每周进行
回访， 查看患者的用药效果； 指导患者多进食高蛋
白、低脂肪的食物，多补充维生素，多进食新鲜蔬菜
和水果等；提醒患者要注意生活卫生和保暖，可以适
当进行运动；嘱咐患者定期回院复查，巩固治疗和护
理效果。
1.3%%%%观察指标 （1）治疗总有效率：显效：心电图、
血压、心率恢复正常，无胸闷、头昏等不良症状；有
效：心电图、血压、心率恢复正常，伴有间歇胸闷、头
昏等不良症状；无效：血压下降，且治疗后 1%d内波
动较大，出现持续性胸闷、头昏、心慌等不良症状。
（2）SAS、SDS评分：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
量表来测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焦虑评定标准：
出现头昏、心慌、呼吸困难、食物不振等症状以及无
法控制忧虑、焦急等情绪；抑郁评定标准：出现呼吸
急促、大汗、震颤等症状及无法控制无望感、忧虑等
情绪。（3）并发症发生率。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字2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分别对两组患者行相关护理后，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
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数据差异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并发症

观察组
对照组
P

34
34

26（76.47）
13（38.24）
＜0.05

6（17.65）
11（32.35）
＜0.05

2（5.88）
10（29.41）
＜0.05

32（94.12）
24（70.59）
＜0.05

1（2.94）
4（11.7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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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患者焦虑 （SAS）、抑郁 （SDS）评分比较
分别对两组患者行相关护理后， 观察组的 SAS和
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中护理前和护理后
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 SAS、SDS评分比较（分，x%±s）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观察组护理后比较，#P＜0.05。

3%%%%讨论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高、治疗过程长，这会给

患者造成紧张、焦虑等不良心理压力，影响治疗和
护理效果[2]。 因此，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
育和心理护理， 以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和心理压
力，增强治疗配合度[3]。 在健康教育中，护理人员需
要完善自身有关健康教育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
专业技能，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技巧，根据患者的
个体化差异实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 在心理护理
中， 护理人员既要直接与患者加强交流和沟通，消
除其不良情绪，增强其治愈信心，又要加强与患者
家属的交流和沟通，以更好地配合患者进行治疗和

护理措施。 董胤佳等在对 100例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健康教育结合心理护理的研究中表明， 健康教育结
合心理护理后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了 90%以上，且
能增强患者的护理满意度[4]。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12%，高于对照组的 70.59%，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94%， 低于对照组的
11.76%，这表明在心血管疾病的护理中，健康教育
与心理护理比常规护理更具优越性； 观察组护理后
的 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中护理
后的 SAS、SDS评分低于护理前， 这表明健康教育
与心理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提高护理
效果。综上所述，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能有效提高心
血管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减少并发症发生率，缓解
抑郁、 焦虑等不良情绪， 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身心健
康，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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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

对照组

34

34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46.3±8.6
%40.2±5.9*
46.3±4.7
%44.7±6.8#

47.4±4.9
%40.4±7.6*
47.5±5.1
%45.8±8.7#

中药熏蒸法应用于四肢骨折康复中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张玉善 廖云英 罗石英 罗莉娜
（广东省河源市中医院骨伤科 河源 517000）

摘要：目的：探讨中药熏蒸法对四肢骨折患者的康复效果。方法：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4 年 5 月我院收治入院的 100 例四肢
骨折内固定术后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四肢骨折术后康复护理，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熏蒸法治疗及护理。 治疗结束后，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疼痛、肿胀、邻近关节活动度等临床症

状与体征的积分变化。 结果： 在临床疗效方面， 观察组四肢骨折康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观察组四肢骨折康复总有效率为

92.00%，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78.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临床症状与体征方面，观察组治疗后疼痛、肿胀及邻近

关节活动度积分分别为（45.29±1.40）分、（28.60±0.90）分、（19.90±0.80）分，明显高于该组治疗前积分及对照组治疗后积分，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药熏蒸法对四肢骨折患者术后康复效果显著，不仅能明显改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及体征，还

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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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熏蒸法是中医外用的一个典型代表治疗方
法，凝结着中医几千年的文化精髓，且在众多疾病临
床治疗上效果显著[1~2]。 中医熏蒸法是一种古老的治
疗方法，又被称作“洗浴疗法”，是使用药物和水加热
而产生的蒸气对患处进行熏蒸，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3]。 我院对四肢骨折内固定术后的患者采用中医熏
蒸法治疗与护理，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现报告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 1月 ~2014年 5月我
院收治入院的 100例四肢骨折内固定术后的患者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例。观
察组男 29例，女性 21例，年龄 20.5~68岁，平均年
龄为（56.0±5.0）岁，骨折部位：9例内外踝骨折、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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