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

科学护理

双心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护理中的作用及
对 HAMD、HAMA 评分影响分析
黄黎 （上海市浦东医院，上海  201399）

摘要：分析双心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护理中的作用及对 HAMD、HAMA 评分影响。方法：本次研究选取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为我
院2019年 8月~2020年 8月期间接诊，根据患者住院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采用奇偶分组法将100例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50 例患者。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用双心护理方案。对效果进行对比。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 HAMA 及

HAMD 评分均较低、心绞痛平均发作次数减少，心绞痛持续时间缩短，差异显著（P＜ 0.05）。结论：双心护理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的护理中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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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数不断增加，
冠心病患病人数与日俱增 [1]。心绞痛属于冠心病的常
见类型，临床研究证实，冠心病常伴有紧张、烦躁、
抑郁及焦虑等不良情绪，对患者的免疫调节机能影响
较大，还会对患者疾病的治疗及早日康复产生负面效
应，影响患者预后效果 [2~3]。基于此，本文就双心护
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护理中的作用及对 HAMD、HAMA
评分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为我院
2019 年 8 月 ~2020 年 8 月期间接诊的患者，根据患
者住院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采用奇偶分组法将
1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患者。

对照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男 22 例，女
28 例；最小年龄 46 岁，最大年龄 74 岁，平均年
龄（58.29±3.72） 岁； 病 程 6~49 个 月， 平 均 病 程
（24.13±1.86）个月。

观察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男 24 例，女
26 例；最小年龄 44 岁，最大年龄 72 岁，平均年
龄（56.83±3.49） 岁； 病 程 8~44 个 月， 平 均 病 程
（23.75±1.62）个月。

纳入标准：（1）经过临床症状诊断确诊为冠心
病心绞痛；（2）患者的沟通、交流无障碍；（3）患
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完整；（4）患者及其家属知晓此
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有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
碍性疾病；（2）患者不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依从
性较差；（3）患者合并有其他类型心脏病；（4）患
者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两组患者的上述信息进行统计学对比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不会对本次研究结果造成
影响。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护理措施如下：护理

人员给予患者常规的药物、饮食及生活等方面的护理
措施。

观察组采用双心护理方案，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1）与患者初步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用患者乐于
接受的沟通方式与之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的病情及心
理状态，通过沟通交流，分析患者的病情发展程度及
患者产生负面情绪的关键所在，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2）健康宣教护理措施：根据前期收集到的患
者相关临床资料及临床症状、体征，用通俗易懂的形
式，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绞痛等方面的健康教育知
识宣传，让患者逐步正确认识、了解冠心病心绞痛的
病因、临床症状、治疗方法、日常生活中的注意及禁
忌事项，列举身边治愈患者的成功案例，增加患者治
愈疾病的信心及勇气，患者自发按时按量服药，提高
患者治疗疾病的依从性。（3）心理护理措施：多数
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抵抗力逐步下降，身体机
能衰退、老化，对自身疾病的治愈抱有悲观情绪，心
态上比较抑郁、焦虑，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临床症
状及家庭情况，舒缓患者的负面情绪，培养患者书法、
绘画、养花、养宠物等方面的兴趣爱好，转移患者的
负面心理状态，也有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提升护理
满意度。（4）指导患者养成良好习惯的护理措施：
根据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纠正患者不利于病情恢复
的不良习惯，培养患者打太极、唱歌、跳舞等良好的
兴趣爱好，修身养性的同时，改善患者的负面心理状
态，增强患者的身体素质及抵抗力。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抑郁及焦虑情况进行对比，我院采
用 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及 HAMD（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进行评估，HAMA评估标准 [4]：得分≥7分，
说明患者存在焦虑情况，且评分越高则说明患者的焦
虑情况越严重。HAMD 评估标准 [5]：得分≥ 7 分，说
明患者存在抑郁情况，且评分越高则说明患者的抑郁
情况越严重。

将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和持续时间进行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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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4.0 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工具，本次研究涉及到的数据类型有计数资料和
计量资料，分别以 [n（%）] 和（均数 ± 标准）的形
式表示，验算方式分别为卡方检验和 t检验，P＜ 0.05
为数据间差异显著的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抑郁及焦虑情况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 HAMA 及 HAMD 评分

均较低（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抑郁及焦虑情况对比（ ，分）

组别
HAMA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50） 41.53±4.19 34.18±3.96 44.58±6.07 39.27±5.93

观察组（n=50） 41.37±4.08 25.76±3.15 44.63±5.92 31.74±3.28

t 0.193 11.766 0.042 7.857

P  0.847 0.000 0.967 0.000

2.2 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和持续时间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明

显减少（P＜0.05），持续时间明显缩短（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和持续时间对比（ ）

组别 心绞痛平均发作次数（次 / 月） 持续时间（min）

对照组（n=50） 27.86±3.18 2.38±0.31

观察组（n=50） 15.39±3.27 0.70±0.19

t 19.331 32.672

P  0.000 0.000

3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以40~60

岁群体为主要发病群体，有研究指出，约 33%~64% 的

患者在出现临床症状时多伴有较为严重的负面情绪，

进而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利于疾病的

治疗 [6~7]。而双心护理是在对患者进行疾病治疗和生

理性护理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方面的

治疗和护理，对患者的负面情绪进行有效的缓解，使

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可保持良好的心态，以提高患者

对医护工作的依从性 [8]。

本次研究中，护理人员对患者实施双心护理措施，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临床症状及体征，科普针对性

的冠心病心绞痛相关健康教育知识，让患者明白、掌

握冠心病心绞痛的发病原因、临床症状、治疗方法、

每日服药的种类及剂量、日常生活中的注意及禁忌事

项，增加患者治愈疾病的信心及勇气，故观察组患者

的心绞痛情况得到显著改善。护理人员用患者乐于接

受的沟通方式与患者进行有效交流，根据患者的负面

情绪及心理状态，疏导患者心中的消极心理，同时指

导患者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转移患者的负面心理状

态，培养患者乐观积极的心态，因此患者的 HAMA 及

HAMD 评分均较低。

综上所述，双心护理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护理
中，可以降低患者的抑郁及焦虑情绪，使患者心绞痛
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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