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5 年第 7 卷第 2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129 - 

延续性康复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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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明确老年冠心病患者施以延续性康复护理的效果，旨在推动老年冠心病护理研究发展。方法 
研究纳入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1 月中综合临床各项检查结果满足老年冠心病诊断标准的 99 例患者，以随机分

配表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7、52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行延续性康复护理干预，

对不同干预效果（运动耐力、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运动耐力数据值更高，P 值结果<0.05，统

计学差异大。观察组生活质量水平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结论 于老年冠心病患者中施以延续性

康复护理措施，有助于促进运动耐力恢复，对改善生活质量状态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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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research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99 patient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elderl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from November 2023 to November 2024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with 47 cases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delay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exercise endurance,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exercise endurance data values, with a P-value of<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Results group had a 
higher level of quality of life, with a P-value of<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asure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help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exercise 
endurance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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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冠心病的

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生活方式

改变（如饮食习惯、运动减少、吸烟和饮酒等）以及高

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增多，冠心病发病率上升

更为明显[1]。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还需要接受有效的护

理指导，改善预后效果，降低疾病发作风险，为患者生

命健康提供保障[2]。为此，文中分析老年冠心病患者施

以延续性康复护理的效果，旨在推动老年冠心病护理

研究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纳入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1 月中综合临床

各项检查结果满足老年冠心病诊断标准的 99 例患者，

以随机分配表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7、
52 例。对照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62 岁至 90 岁，均值

（72.26±1.18）岁，病程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5 年，均值

https://ijnr.oajrc.org/


刘情                                        延续性康复护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分析 

- 130 - 

（2.32±0.43）年，32 例为男性，15 例为女性。观察组

年龄择取范围为 63 岁至 89 岁，均值（72.28±1.21）岁，

病程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4 年，均值（2.35±0.36）年，

36 例为男性，16 例为女性。将两组各项基础资料数据

录入统计学系统分析处理后差异小，可进行比较

（P>0.05）。择取要求：临床综合诊断为冠心病；资料

齐全；年龄≥62岁。剔除要求：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告知患者及家属病情监测方法、药物使用注意事

项；提醒防寒保暖，避免着凉；鼓励形成清淡、健康饮

食，日常进行适量活动，不适随诊。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延续性康复护理干

预 
①出院前教育：在患者出院前，利用短视频或者

PPT 详细解释康复计划，同时向患者及家属介绍冠心

病的定义、发病原因、常见症状（如胸闷、胸痛、心悸

等）、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肥胖等）

等。教会患者及家属识别急性发病的征兆，如胸痛持续

不缓解、呼吸困难等，并告知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模

拟演示方式告知基本的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知识，虽

然实施需专业人员指导，但了解基本步骤可在紧急情

况下保持冷静。②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如年龄、病情、身体状况等，制定个性化的康

复计划，明确康复目标、所需时间、预期效果等，同时

创建健康档案，便于随访管理。③定期随访：明确微信、

电话、上门随访时间与内容，动态监测病情控制效果，

及时调整康复计划。由家属每日通过微信报告患者身

体状况、服药情况、运动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每周或

每月定期通过微信，利用文档、视频等形式，向患者或

家属推送健康知识、心率与血压检测方法、情绪疏导方

法、运动方案、用药注意事项等。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电

话随访，与患者对话，通过交流对患者各方面情况进行

了解、评估，提供相应的咨询，利用病案讲解对患者强

调控制饮食、情绪、遵医用药、适当活动的重要性，引

导改善生活习惯。出院后 1 周上门随访，后每次随访

时间更改为每月 1 次，上门随访时对患者进行相应的

检查，通过面对面交流了解患者心态、饮食、睡眠、运

动等各方面情况，鼓励患者参加科室组织的病友交流

活动，帮助获取社会支持，做好相应记录，及时调整护

理方案。 
1.3 判断标准 
（1）运动耐力影响分析：护理半年后通过渐进式

最大运动测试检测峰值耗氧量，通过渐进式运动测试

最大运动功率，测量静息状态下的氧气消耗量计算代

谢当量。（2）生活质量影响分析：护理半年后了解生

活质量，SF-36 生活质量量表，包括生理机能（最高 100
分）、生理职能（最高 100 分）、躯体疼痛（最高 100
分）、精力（最高 100 分）、社会功能（最高 125 分）、

情感职能（最高 100 分）、精神健康（最高 100 分）、

一般健康状况（最高 100 分），分值与患者生活质量水

平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方面数据以（ x ±s）呈现，检验以 t 实施；

计数资料方面数据以（n,%）呈现，检验以（χ2）实施。

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运动耐力影响分析 
由表 1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运动耐力数据

值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2.2 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由表 2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生活质量水平

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3 讨论 
从实际情况来看，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或

闭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的一种疾病，这种病理变化会

直接影响心肌的供血和供氧，导致心肌功能下降，从而

影响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因此，在护理过程中，

需要关注老年冠心病患者运动耐力与生活质量变化，

为护理效果评估提供参考[3]。 

表 1  两组运动耐力影响分析（ x ±s） 

组别 例数 峰值耗氧量（mL/min） 最大运动功率（W） 代谢当量 

观察组 52 22.51±1.69 137.41±1.85 13.12±0.79 

对照组 47 19.02±1.37 133.02±0.46 10.02±0.64 

t  11.212 15.825 21.310 

P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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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x ±s）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观察组 52 85.62±5.49 88.20±3.69 85.41±4.19 87.48±4.62 87.51±5.02 84.54±5.63 85.67±5.16 88.85±5.31 

对照组 47 73.66±2.26 79.96±0.79 73.63±0.67 80.01±0.23 80.13±1.16 74.14±3.03 77.01±0.85 76.61±0.79 

t  13.902 14.994 19.046 11.066 9.839 11.270 11.361 15.639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延续性康复护理是一种在患者出院后继续进行护

理服务的模式，旨在通过定期随访、指导和支持，确保

患者在家庭环境中也能得到有效的康复护理。对于老年

冠心病患者来说，这种护理模式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管

理自己的疾病，包括药物治疗、饮食调整、运动锻炼等

方面，通过科学的康复计划，患者可以逐步恢复体力，

提高生活质量[4]。结合文中研究结果，观察组运动耐力

数据值更高，观察组生活质量水平更高，P值结果<0.05，
统计学差异大。分析原因可能为，出院前对患者进行全

面评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延续性康复计划、创建健康

档案，为出院后护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5]。出院后

的微信随访，通过每天了解患者饮食、用药、运动等情

况，做好相关记录，动态把握病情，及时调整康复计划，

确保患者始终处于最佳的康复状态[6]。通过院前教育提

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如，疾病可控制、可预防，纠正

错误认知[7]。通过微信定期发送疾病健康知识及护理知

识，有助于和自我管理能力（掌握饮食调整方法、运动

方法、情绪管理方法、正确用药方法等），使其能够更

积极地参与康复过程，树立信心，增强自我效能，主动

参与到病情管理中，提高生活质量[8]。通过患者主动调

整生活方式，减少多方面因素对病情不良影响，有助于

强化病情控制，减少疾病对日常生活活动限制，有效改

善运动耐力[9]。 
综上所述，于老年冠心病患者中施以延续性康复

护理措施，有助于促进运动耐力恢复，对改善生活质量

状态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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