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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属于临床上常见的内科疾病之一，患者出现冠心病
后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心律失常属于冠心病并发症的一种，当
患者出现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后对心理状态影响极大[1]。 研究
中以 98例承德附属医院收治的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为观
察主体，意在分析此类患者采用个性化心理护理效果，具体报
告下述。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入选承德附属医院 (2018年 2月 23日至 2020年 3月

2日)收治的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9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数
字表法将患者分两组(49例/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的为对照H
组，予以个性化心理护理的为个性化G组。所有患者经心脏超声
检查等，符合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诊断标准[2]。 个性化 G组男 26
例、女 23例，均龄 72.36±2.36岁;对照H组男 28例、女 21例，均
龄 72.40±2.35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 H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

辅助其完成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并根据患者情况对其行
药物治疗指导，嘱咐患者家属陪伴在患者身边，鼓励患者多参
与社交活动等。

个性化 G组：采用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措施，除上述对照
H组常规护理干预外，增加专项心理干预措施：(1)心理状态
调查。 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利用 SAS、SDS量表，掌握患者心
理状态， 后根据患者情况制定专属于患者的心理护理方案。
(2)专项心理护理干预。护理人员结合患者情况给予针对性心
理干预，若患者面部表情沉默，治疗积极性不高，情绪低沉，护
理人员应与患者沟通， 用柔和的语言鼓励患者将自己的焦虑
等表达出来，后给予患者针对性安抚，并在沟通中充分给予患
者尊重，鼓励患者适当听一些节奏舒缓的音乐，看一些有趣的
综艺节目等。 (3)冠心病相关知识宣传。 护理人员将冠心病合
并心律失常疾病知识告知患者，并及时解答患者疑问等。

1.3观察指标
持续护理 1月后对个性化 G组、 对照 H组心理状态、护

理满意情况、治疗情况行观察。心理状态从焦虑(SAS)评分、抑
郁(SDS)评分行观察，两量表均含有条目 20个，分数与患者焦
虑/抑郁程度正相关。 护理满意情况采用护理满意度行评定，
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患者数/病例数×100%。 治疗情况从患
者康复率行评定，即心脏功能恢复正常患者所占百分比。

1.4统计方法
使用 SPSS21.0 软件对研究中产生数据行统计处理，以

(x±s)表示计量资料，以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对比 t、检
验，P ＜0.05则表示差异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持续护理 1月后个性化 G组护理满意度 97.96%(48/49)、

康复率 61.22%(30/49); 对照H组护理满意度 81.63%(40/49)、

康复率 40.82%(20/49)，两组数据对比=7.127、4.083，差异有统计
意义(P ＜0.05)。

持续护理 1月后个性化 G组 SAS评分、SDS评分小于对
照 H组，P ＜0.05，差异有统计意义(表 1)。

表 1 护理 1月后两组患者 SAS评分、SDS评分(x±s;分)

3 讨论
冠心病的病发原因与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直接相关，很

多冠心病患者会出现并发心律失常的情况，后出现胸闷、呼吸困
难、胸骨后疼痛等症状，对患者生命安全与心理影响极大[3]。故给
予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针对性治疗同时增加护理干预，通
过对患者药物使用、饮食、心理等行干预，帮助患者树立积极乐
观的治疗心态，促使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方式属于一种针对性心理干预方
式， 此种护理方式可以贴合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患者病情具
体情况， 给予患者针对性心理干预， 帮助患者树立治疗的信
心，改善焦虑抑郁等情绪，为患者康复提供支持[4-5]。 研究中以
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98例为研究对象，予以个性化心理
护理的个性化 G组 VS予以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 H组， 经过
持续护理 1月后前者的护理满意情况、心理状态、治疗情况明
显更优(P ＜0.05)。 研究中个性化 G组采用的护理干预方式，
可以通过心理状态调查、专项心理护理干预、冠心病相关知识
宣传等坚定患者治疗信心，改善患者焦虑等情绪，促使护理满
意度提升。

综上所述， 对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老年患者采用个性化
心理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状
态，为患者提供舒适护理服务，让患者对护理更满意，促使患
者早日恢复健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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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在老年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中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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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老年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行个性化心理护理的护理效果。 方法：随机入选承德附属医院收治的冠心
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9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数字表法将患者分对照 H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个性化 G组(予以个性化心理
护理)，每组 49例，两组患者持续护理 1月后观察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心理状态、治疗情况。结果：持续护理 1月后个性化 G组护
理满意度、康复率高于对照 H组(x2=7.127、4.083)，个性化 G组焦虑(SAS)评分、抑郁(SDS)评分低于对照 H组(t=5.946、5.438)，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老年冠心病并发心律失常患者采用个性化心理护理效果较为理想，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让患者对护理更满意，促使患者早日恢复健康，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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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SAS SDS
个性化 G组 n=49 34.92±1.26 34.74±1.14

对照 H组 n=49 36.47±1.32 36.06±1.26
t 5.946 5.438

P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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