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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睡眠护理干预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观察 

赵 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观察系统性睡眠护理干预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 研究时间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研究对象为此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根据患者入院的先后顺序进行平均分

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 50 例患者接受系统性睡眠护理，对比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睡眠

质量和心理状态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系统性睡眠护理能够纠正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不良睡眠习惯和睡

眠方式，更加高效的调整患者的睡眠质量，使患者的精神状态得到调节，降低负性情绪的发生，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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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sleep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the research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1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divided into 
averag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50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ystematic sleep nursing.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ystematic sleep nursing can correct the bad sleep habits and sleep pattern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ngina pectoris, more effectively adjust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adjust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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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在中老年人当中是一种发病率比较

高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病之后会出现胸痛、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并随着病情的发展蔓延至背部、颈

部、手臂等诸多位置，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带来比较多

的影响[1]。患有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很多都会出现睡眠

时间相对较短，并且入睡困难等情况，失眠是比较常

见的现象，长时间睡眠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还容易使

患者发生负性情绪，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现象的出

现，这种负性情绪的出现，会对患者的疾病带来严重

的影响。针对出现睡眠障碍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用

系统性睡眠护理干预，能够帮助患者提高整体的睡眠

质量，使睡眠深度加强，并且睡眠时间延长，减少睡

眠障碍对患者机体所产生的影响，使患者保持良好的

心理状态和治疗依从性[2]。对我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

用系统性睡眠护理干预，并将研究结果做如下报道。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研究对象为

此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根据患

者入院的先后顺序进行平均分组，各 50 例，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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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女 20 例，平均（58.48±8.24）岁，平均病程（5.60
±4.71）年；实验组男 29 例，女 21 例，平均（58.76
±8.47）岁，平均病程（5.78±4.25）年，一般资料对

比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为该组护理模式，正确进行用药护理，

观察患者的睡眠情况，遵医嘱用药辅助睡眠，进行常

规健康教育等。 
1.2.2 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接受系统性睡眠护理，具体：（1）对

患者进行精神状态、睡眠状态、身体状态等全面的评

估，为患者建立个人档案，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

其进行睡眠护理计划的制定。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健

康教育，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并使其明白睡

眠质量的下降会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和恢复产生严重的

影响，帮助患者找到影响睡眠的主要原因，并积极进

行调整，为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提高患者的舒

适度。（2）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有效的疏导，患

者住院时根据其生活习惯等适当对病房的物品摆放进

行调整，降低患者的陌生感。多与患者沟通，提高其

对护理人员的信任程度，对患者及其家属出现的错误

想法和行为进行及时的纠正，在与患者交流时要注意

态度，语气要温和并且坚定，当患者积极配合护理人

员的时候，要对其进行鼓励和肯定。（3）定时提醒患

者上床入睡，并在患者睡眠的过程中为其保持良好的

睡眠环境，将灯光调暗或关闭，床房监测设备的音量

调至最低，如非必要不要在夜间对患者进行护理操作，

告知患者家属保持室内的安静，如患者上床之后很难

入睡，可以适当为其播放一些助眠的舒缓音乐，帮助

放松心情。（4）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康复训练方案，

引导患者参加一些比较感兴趣的活动，促使患者与病

友进行高效的沟通，帮助其树立治疗的信心，晚上睡

觉前 30 分钟，指导家属帮助患者使用热水泡脚，完成

后对患者进行适当的穴位按摩，15-30 分钟/次，1 次/d。 
1.3 观察指标 
（1）对比睡眠质量（PSQI），分数与睡眠质量成

反比。（2）对比心理状态。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量资

料用（ x s± ）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睡眠质量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心理状态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睡眠质量（ x s± /分） 

组别 对照组（n=50） 实验组（n=50） T 值 P 值 

干预前 

入睡时间 2.36±0.54 2.42±0.41 0.6257 0.5329 

睡眠时间 2.98±0.14 3.03±0.23 1.3131 0.1922 

睡眠效率 2.48±0.53 2.65±0.60 1.5015 0.1364 

睡眠质量 2.72±0.42 2.80±0.31 1.0837 0.2812 

安眠药物 1.97±0.49 2.00±0.42 0.3287 0.7431 

睡眠障碍 2.04±0.51 2.11±0.48 0.7067 0.4814 

日间功能 2.81±0.53 2.76±0.55 0.4629 0.6445 

总分 17.83±1.62 17.91±1.55 0.2523 0.8013 

干预后 

入睡时间 1.88±0.63 1.42±0.59 3.7685 0.0003 

睡眠时间 2.01±0.22 1.65±0.26 7.4741 0.0000 

睡眠效率 2.17±0.32 1.67±0.25 8.7065 0.0000 

睡眠质量 2.19±0.36 1.61±0.25 9.3573 0.0000 

安眠药物 1.51±0.32 1.06±0.14 9.1100 0.0000 

睡眠障碍 1.80±0.39 1.23±0.28 8.3951 0.0000 

日间功能 2.10±0.44 1.65±0.38 5.4732 0.0000 

总分 13.33±1.24 11.02±1.17 9.581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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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心理状态（ x s± /分） 

组别 
SAS 

t P 
SDS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50） 53.74±6.28 38.03±5.71 13.0878 0.0000 54.75±7.86 40.19±5.38 10.8090 0.0000 

对照组（n=50） 53.46±6.64 42.18±5.00 9.5959 0.0000 54.93±7.23 43.46±4.25 9.6708 0.0000 

t 0.2166 3.8664 - - 0.1192 3.3725 - - 

P 0.8289 0.0002 - - 0.9054 0.0011 - - 
 
3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用系统性睡眠护理干预，全

面的分析患者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计划，

帮助患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良好的护理干预和调整。

高效的心理疏导可以降低患者受到睡眠障碍影响而产

生的焦虑烦躁等负性情绪，让患者保持良好的依从性

接受睡眠护理，使患者的精神状态得到良好的调节，

降低对冠心病的影响[5-6]。通过调整睡眠环境的方式来

帮助患者稳定睡前情绪，使患者能够以轻松愉悦的心

情入睡，以提高患者的整体睡眠质量[7-8]。医院的监测

设备通常都会发出不同程度的声响，这种情况下会使

本就不易入睡的患者其睡意更浅，甚至可能会出现烦

躁的情况，将设备的音量降低，同时减少在患者睡眠

期间的护理操作，可以避免患者出现入睡困难以及受

到外界因素打扰的情况，保持一个良好的入睡环境对

提高睡眠质量和睡眠深入度都有重要的作用[9-10]。睡前

采用泡脚和适当按摩的形式来帮助患者缓解压力，提

高患者的舒适度，放松患者的身体，以促进患者快速

入睡，延长睡眠时间和深度[11]。实验组睡眠质量和心

理状态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对患者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采用系统性睡

眠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睡眠习惯和睡眠质量均得到良

好的改善，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精神状态，使其能够以

更加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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