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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双心护理对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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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个性化双心护理对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方法：以2019年 1月～2020年 1月的50例冠心病患者，

按护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两组，每组25例患者，观察组采用个性化双心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结果：护理前，观察组的焦虑自评评

分及抑郁自量评分无明显差异，（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自评评分及抑郁自量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P ＜0.05）。且观察组

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0.05）。结论：对冠心病患者行个性化双心护理，有效改善了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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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冠心病属于一种比较多发的疾病，主要的表现

症状为胸闷、胸痛。其不单单只是简单的器官性疾病，与患者

的情绪以及行为等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

导致患者出现暂时性休克，对患者的生活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 [1]。因此实施个性化双心护理模式势在必行。基于此，本院

此次研究对冠心病患者行个性化双心护理模式，探讨该护理模

式临床效果，详细报告数据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以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到本院接受治疗的 50

例患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已确诊为冠心病患者；

②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均同意本次研究。排除标准：①排除合并

重要脏器疾病；②排除认知与有精神问题的患者。对照组（n=25），

男女比例为15/10例，年龄46～75岁，平均年龄（60.5±14.5）岁；

观察组（n=25），男女比例为 18/7 例，年龄 47 ～ 76 岁，平均

年龄（61.5±14.7）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以统计学方法处理，

结果 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采取个性化双

心护理模式，包括 : ①个人档案定制。设立患者的个人档案，

并详细记录患者的病情情况，按照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双心护

理方案。②心血管护理。耐心详细地向患者讲解冠心病的相关

知识，使患者能够正确看待疾病，告知患者家属具体的防护知

识，提升患者的依从性。③心理护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打消患者的消极情绪，做好心理疏导，增强患者的康复自信心。

④生活护理。为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保持适宜的温度，

空气清爽，按照患者的不同需求，播放相对安静舒缓的音乐，

使患者的情绪保持在平和状态。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焦虑自评评分及抑郁自量评

分，患者的评分越低证明患者抑郁及焦虑情绪越少，患者越健康。

②运用生活质量表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越高，生活质量

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其中

护理满意度为计数资料，用 [n（%）] 表示，并用卡方检验，手

术指标为计量资料，用（x±s）表示，以 t 检验；P<0.05 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情况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的焦虑自评评分及抑郁自量评分无明显差

异，（P ＞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自评评分及抑

郁自量评分明显比对照组低，（P ＜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情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焦虑自评评分 抑郁自量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5 62.87±4.21 41.37±2.27 58.71±4.23 45.76±2.43
对照组 25 63.20±3.56 54.69±2.80 59.41±3.47 55.74±4.63

t - 0.299 18.477 0.640 9.543
P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比对照组评分高，

（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心理状态 生理功能 独立性 总生活质量

观察组 25 67.03±2.53 89.80±5.27 72.95±1.23 67.83±2.03
对照组 25 54.88±4.20 64.70±6.85 70.26±3.85 37.98±2.71

t - 12.390 14.521 3.328 44.079
P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3 讨论

实施个性化双心护理模式，主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个

性化护理，不仅具备确切性，也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进而通过

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促进患者的康复。

在本次研究中，运用个性化双心护理，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同时改善了患者的负性情绪，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对冠心病患者行个性化双心护理，有效改善了患

者的负性情绪，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临床中值得被推广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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