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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技术对冠心病患者心理状况、生活质量及睡眠质量的影响分析 

刘 颖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泰州 

【摘要】目的 探讨在冠心病患者中采取中医护理技术对患者心理、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

本院在 2022.6-2023.6 收治的 108 例冠心病患者，根据随机抽样法分组，试验组（54 例，中医护理技术干预方案），

对照组（54 例，常规内科护理干预方案）。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结果 干预 3 个月后试验组的 SDS、SAS 与 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且 SF-36 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结论 在冠心病患者中采取中医护理技术进行干预能

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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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iques on the 
psychological,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108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6 to June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54 ca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plan) and a control group (54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plan). Compare the nursing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3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SDS, SAS, and PSQI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terven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iqu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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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中国心血管

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 年）统计发现，我国冠心病

发病人数已突破“千万”，达到 1139 万人，且该病的

发病率仍持续上升，且增速明显。冠心病患者不仅承受

着生理上的病痛，还往往伴随着焦虑、抑郁等心理困扰，

这些负面情绪进一步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

量，形成了恶性循环，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带

来了严重威胁。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

们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医护理技术在冠心病治

疗中的应用逐渐受到重视。中医护理技术以其独特的

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在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促进气血

流通、改善脏腑功能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针对冠心

病患者，中医护理技术不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针灸、

推拿等物理疗法缓解病情，还可以通过情志护理、饮食

调养等手段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其生活质量[2-3]。

因此，本文通过对收治的 108 例冠心病患者的护理过

程进行观察，重点分析中医护理技术的应用对患者心

理、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22.6-2023.6）收治的冠心病患者 108

例，通过随机抽样法分组，试验组（54 例，男女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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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有 29 例、25 例，患者年龄最小 45 岁，最大年

龄 78 岁，平均 60.23±6.29 岁，病程最短与最长分别

为 1 年和 9 年，平均病程 4.34±1.02 年），对照组（54
例，男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24 例，年龄范围为 44-
77 岁，平均 59.87±6.38 岁，最短病程 1 年，最长为 8
年，平均病程 4.25±1.05 年）。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1）均符合 2021 年《中国心血管健康

与疾病报告》[4]中“冠心病”的诊断标准；（2）患者

生命体征平稳，无昏迷症状；（3）患者意识清醒，能

正常表达；（4）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5）能

够完成研究期间的所有评估；（6）未接受过其他可能

影响研究结果的中医或西医治疗；（7）确保研究过程

中使用的中药或其他药物不会引起过敏反应；（8）临

床资料完整，包括病史、体检结果、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排除标准：（1）既往存在失眠症或焦虑症、抑郁

症等精神类疾病病史者，有自杀倾向；（2）合并心肌

梗死者；（3）合并肝肾功能障碍者；（4）处于急性脑

卒中发作期者；（5）治疗依从性差，无法按照研究要

求进行治疗和评估；（6）因患者自身因素而自行脱离

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内科护理干预方案，包括：确保患者

病房环境舒适、安静，定期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如心率、

血压、呼吸等，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向患者详细

介绍所用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及可能的不良反应，

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并观察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营养需求制定饮食计划；向患者及

家属讲解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包括病因、症状、治疗、

预防及康复等，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给予情

感支持，帮助他们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试验组：中医护理技术干预方案。（1）中医饮食

护理强调“食养同源”，因此冠心病患者在饮食上应遵

循“低脂、低盐、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并根据患者

的体质和病情，制定个性化的中医饮食方案，针对气虚

者宜食用益气健脾的药膳（燕窝粥、黄芪莲子汤等），

阴虚者宜食用滋阴润燥的药膳（山药汤、枸杞粥等）。

（2）情志护理中强调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沟通，了

解他们的心理需求，给予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同时，通过中医的五行音乐疗法、芳香疗

法、注意力转移疗法等措施，来调节患者的情绪，减轻

心理压力。（3）中医气功锻炼模式下护理人员需根据

患者病情和运动喜好，选择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中医

养身锻炼法适当活动身体，每次运动 30min。（4）中

医特色护理：①遵医嘱使用相关膏药贴敷于新吾穴、膻

中穴、气海穴和足三里等穴位，通过药物刺激穴位，达

到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效果。在贴敷前，需对患者的

皮肤进行清洁与消毒，避免感染。贴敷过程中，要密切

观察患者的反应，如出现过敏或不适，应立即停止并采

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贴敷后，还需指导患者注意保暖，

避免受寒，以确保药效的充分发挥。②在耳部相应穴位

埋入王不留行籽，通过按压刺激，调节脏腑功能，缓解

心绞痛发作。在选择王不留行籽时，要确保其大小适中、

表面光滑，以减少患者的异物感。埋入后，护理人员要

教会患者正确的按压方法，以及按压的频率与力度，确

保刺激到位，同时避免过度按压造成的不适。此外，还

需定期更换王不留行籽，以保持其刺激效果。③选用当

归、红花等活血化瘀的中药进行足浴，通过温热刺激和

药物渗透，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改善心肌供血。足浴过

程中，要保持水温适中，避免烫伤。同时，护理人员还

需指导患者正确地进行足部按摩，以促进药物的吸收

与全身血液循环的改善。④对患者内关、神门、新吾等

穴位进行穴位按摩，有助于缓解胸闷、心悸等症状。在

按摩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准确找到穴位，运用适当的力

度与手法进行按摩。对于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的患者，

可适当增加按摩的频率，以达到更好的缓解效果。⑤对

于寒凝血瘀、气虚血瘀的患者，可采用艾灸疗法，灸内

关、新吾、膻中、气海等穴位，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

在艾灸前，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的体质与病情进行全面

评估，以确保艾灸的适用性。艾灸过程中，要严格控制

艾条与皮肤的距离，避免烫伤。同时，还需密切观察患

者的反应，如出现不适或异常，应立即停止艾灸并采取

相应的处理措施。 
1.3 疗效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3 个月后的心理

状况，SDS 抑郁量表，≥53 分为存在抑郁情况；SAS
焦虑量表，≥50 分为存在焦虑情况。 

（2）使用 SF-36 量表评估患者干预前和干预 3 个

月后的生活质量，各维度总分均为 100 分，为正向计

分，包括疼痛、身体功能、生活活力、社交功能。 
（3）使用 PSQI 量表评估患者干预前与干预 3 个

月后的睡眠质量，最高 21 分，表示睡眠最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 sx ± ）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以率（%）表示，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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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分析两组的心理状况 
干预前试验组 SDS（63.65±5.47 分）、SAS（60.78

±5.52 分）与对照组 SDS（63.87±5.49 分）、SAS（60.55
±5.63 分）相比均无统计差异（P＞0.05）；干预 3 个

月后试验组的 SDS（36.56±3.47 分）、SAS（41.23±
4.28 分）均低于对照组 SDS（45.67±4.19 分）、SAS
（48.99±5.34 分）。对比结果：SAS（t=12.305，P=0.001）、
SDS（t=8.333，P=0.001），均有统计差异。 

2.2 分析两组的生活质量 
干预前试验组的 SF-36 评分（65.29±5.67 分）与

对照组（65.38±5.47 分）相比均无统计差异（P＞0.05）；
干预 3 个月后试验组的 SF-36 评分（88.67±6.24 分）

远高于对照组（78.42±5.28 分），（t=9.215，P=0.001）
均有统计差异。 

2.3 分析两组的睡眠质量 
干预前试验组与对照组的 PSQI 评分（18.67±1.28

分）与（18.82±1.33 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差异（P＞
0.05）；干预 3 个月后试验组的 PSQI 评分（7.52±1.05
分）低于对照组（9.84±1.03 分），（t=11.591，P=0.001）
有统计差异。 

3 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冠心病作为一种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给患

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本研究中，试验组的 SDS、SAS、PSQI 评分低于

对照组，且 SF-36 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冠心

病患者由于长期受病痛折磨，常常伴有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而中医护理技术中的情志护理，通过鼓励、安

抚患者，营造愉悦氛围的病房环境，以及选择患者感兴

趣的话题进行交流，有助于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高

其治疗积极性[5]。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护理模式，

能够显著稳定患者情绪，减轻其心理负担，从而提高患

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另外，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疾

病的发生与人体内部环境失衡密切相关。因此，中医护

理技术通过辨证施护，从饮食、环境、运动等多个方面

入手，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通过制定针对性

的饮食方案，以调和阴阳、补充气血；通过按摩、推拿

等中医外治法，缓解患者的疼痛和不适，提高其身体舒

适度，这些护理措施的综合运用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6]。此外，冠心病患者由于病情影响，常常出

现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等问题，这不仅影响患者的休

息和恢复，还可能加重病情。在中医护理技术中通过辨

证施治，采用中药外敷、针灸、艾灸等方法，调节患者

的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睡眠质

量，缓解其失眠和疲劳等症状[7-8]。在中医护理技术干

预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需始终保持耐心与细

心，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与心理需求。通过综合运

用中医饮食护理、情志护理、气功锻炼以及中医特色护理

等多种方法，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护理服务[9]。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患者的综合护理中中医护理

技术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对患者的心理状况、生活质

量及睡眠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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