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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焦虑的影响

秦发伟1，解晨1，杨丽娟1，李文慧2，刘轶平1，金琳1

(1山东省立医院心血管中心，III东挤南250021；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200025)

【摘要1目的探讨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在经皮冠状动脉介^治疗(PCI)盼后对改善患者焦虑情绪的作用。方法将600例

PCI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接受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常规术前护理。两组患者在PCI前后使用SAS量丧进

行焦虑评分。结果两组在PCI术前SAS评分差异无统}}学意义㈣0匀；术后2用观察组与对照组SAS评分为(31 7±17)、(42．9±1 2)

分，术后3十月SAS评分为(292±21)、(39 3±2 7)分，差异均有统什学意义(脚01)，观察组焦虑明显改善。结论认知行为护理
干疆在PCt前后对患者的焦虑情绪作用显著，改善了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宴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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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 Nursing Intervention 013 Anxiety of Patients Receiv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Artery 111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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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numing intervention on an越ous moods of patients receiving pereu·

tatleou8 COlOna玎artery intervention fl’C1)Methods 600 pafienb with coronaiT diseases Who we他re8dy to receive PC!惴di,rid—
ed into two groups at random．Patien乜in observafion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 nursing intervention．while those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Iegd”preoperative nursing Scores of anxiety of patients in beth gToups wem assessed by SAS before and after PCI

Results Tk肫was Ho signitlcant difference in SAS∞o陀between beth groups before PCI俨>0 051 But SAS s,con3s of observatioⅡ

group and eoncxol group wel31(31．7±1 7)and(42．9±1 2)respectively(P<0．0I)two weeks after PCI and(29 2±2 1)and(39 2±2．7)re—

specfively fP<0 011 three months after PCL which sll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Anxiety in observation group wK$im-

proved greatly Conclusion 1he co．five behavior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anxious mood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PCI，which also can enhane：e the relationship hetween patients and Ilm'ses，improve mlr9i1碹quUty and c粕b。practical in

nursing work

Key words：cognitive behavior nursing intervention；percutaneous coTonaly artery intervention；allgiOll8 mood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已成为心血管疾

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具有刨伤小、痛苦少、成功率高

的特点。由于患者对此该项技术了解程度不够和认

识偏差，常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多项研究也证实冠

心病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情绪[1-zI。本研究组根据认知

过程影响情感和行为的理论假设，通过认知行为干

预来改变患者不疑认知，采用访谈、观察、说理和健

康教育的形式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通过两组比较，

观察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对经皮冠状动脉介人治疗患

者焦虑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对象

2005年3月一2007年3月，我院600例行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PCI)的住院患者，男335例，女265

例，所有病例均无智力障碍，有认知能力，并能较好

地进行语言沟通。将600例PCI患者按人院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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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奇数病历号作为观察组，偶数病历号作为对照

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0例。观察组患者(61．3=-05)

岁；男172例，女128例；婚姻美满247例，丧偶53

例；冠状动脉单支病变166例，双支病变76例，多支

病变58例；初中及以下学历112例，高中及以上学

历188例。对照组患者(58．1±O．8)岁；男163例，女

137侧；婚姻美满239例，丧偶61例；冠状动脉单支

病变183例，双支病变63例，多支病变54例；初中

及以下学历127例，高中及以上学历173例。两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2方法

2 1干预方法遘选临床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专

业素质较高的护师2—3名，经过临床技能和专业知

识的考核，并进行1个月舳科研能力和沟通能力的

培训，担任责任组长。责任组长在心理施护过程中，

运用泻通技巧，并取得患者的信任；倾听患者的陈述

和想法，使其产生被尊重感，达到有效交流；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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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患者对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认知能力和需求，

重点放在患者的叙述上，帮助找出不合理的信念，帮

助患者重新审视自己埘疾病、环境的评价，给患者指

明正确的认知及其积极有益的方面。

2 1．1观察组从入院开始接受认知评估，责任护

士通过访谈、观察、说理和实例说教的形式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完成Zung’s焦虑鼍表(SAS)的测定，发

现并纠正患者的认知偏差，制定护理计划，具体实

施，对以上心理问题的解决进行效果评价”1。护理干

预2次／d，30～60111iIl，次，连续3～5 d。具体方法是：

(1)认知重建，护士向患者的不合理信念发问，进行

质疑，使其认识到自己想法的不合理之处，改变他们

原有对冠状动脉介人治疗的恐惧想法，进而放弃，重

建信念系统；(2)放松训练，给患者提供舒适、安静的

休息环境，借用“瑜伽”的放松意境，体会什么是放

松，建立放松的主观感觉，从而缓解患者紧张、焦虑

的情绪，使患者镇定情绪；(3)组织学习，主管护士把

PCI的相关知识和国内外的新的信息，编辑印制成

宣传册和彩色的宣传单，无偿发放给患者和家属，并

以讲座及护患问答的形式，增长患者对PCI的认知

能力。还通过组织患者相互之间交流和学习，从而纠

正患者的不良认知⋯。

2 1 2对照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同样，在人院后严

格按照整体护理程序收集资料和评估，提m护理问

题及预期目标，针对以上心理问题，责任护士参加医

疗查房，了解疾病的治疗情况，讲解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的手术方法、术前准备及术后注意事项，定期在病

房内开展冠状动脉介人治疗知识讲座，采用护、患问

答的形式进行健康宣教。

2．2观察指标两组患者均在人院后2-3 d，在拟

行PCI之前和接受PC]后以及术后3个月，采用

SAS进行评估。两组患者均留有详细的家庭地址和

电话号码记录，以便于术后3个月的随访。随访和评

价以来医院复查、信函和电话的方式进行，由于PCI

患者很重视自己的病情．故随访率达100％。

2．3统计学处理所有临床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工土s)表示，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采用t检验。

3结果

两组患者PCI前后SAS评分比较见表1。

表1 观察组与对照组SAS评分比较(砧，分】
组别 n 术前 术后2周 术后3个月

观察组 300 4510t5．60 31 20土5 75 2920±5 86

对照组 300 45．80土5 70 32 3ffa5 78 3030-a5 80

￡ 1 52 2 34 231

P )005 (0 05<0．05

4讨论

认知行为护理f预是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的综

合，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认知行为理论更加系统化，并

广泛地应用于其他疾病的治疗⋯。由于心脏介人术

后要求患者长时问平卧、术侧肢体伸直制动，穿刺处

加压包扎，强迫体位，加上床上排尿的不适应，使患

者在一定的时问内有不舒适感，大多数患者都会出

现情绪上的变化，往往以焦虑为多见I”。通常焦虑情

绪的产生，是因为情境的刺激与负面思维联想的结

果，曾有文献报道正确的术前健康宣教能改变患者

对手术的错误认知”]，纠正患者对手术危险性的过

高评估，从而建立健康的心理准备，对手术的配台和

术后的护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认知行为

护理干预，为患者制定了周密的干预措施，加强r相

兑知识的指导和宣传，提高了患者的认知能力，对观

察组焦虑情绪的影响效果优于对照组。

在认知行为护理干预的过程中，护士是心理问

题干预的主体，是认知行为的组织者和执行者”J。要

求护士有较高的业务技能和沟通能力，能对患者进

行较准确的评估分析”j，并能根据病情制定相应的

护理计划和护理措施。本课题组遴选和培养社会经

验、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师专门负责，她们具有敏锐的

观察力和耐心，通过她们自身对社会、疾病的理解，

更能设身处地去体会患者的心理感受。由于患者性

别、年龄、个性特征和知识层次的差异，以及患者对

事物的认知能力的不同，通过访谈、观察、说理、实例

说教等形式，护士能及时为患者解决生理r和心理

上的痛苦，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从而缓解了焦虑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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