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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脉介入治疗前后焦虑行为的分析及心理护理

干预研究

秦发伟 解晨 刘轶平 金琳 李 敏姜风华

【摘要】 目的 分析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对冠心病(CHD)患者焦虑行为发生的影响，研究相

应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方法 对100例行PCI治疗患者，手术前、后，采用国际ZUNG认证的自我评

定量表(SAS)评估调查比较，观察患者产生焦虑行为的主要因素及程度，制定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措

施。结果PCI患者中焦虑行为的发生率为93％，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及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影响

此类患者的主要因素。心理施护与否有明显差异。结论 多种因素可导致PCI患者焦虑行为的发生，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改善此类患者的焦虑行为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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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哺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C卜I】D)undergoing percutaneon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treat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anxiet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CI，100 patients with clearly diagnosed CHD were selected and investigated using Zung scales table．

These patients received some 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and the effect on anxiety was studied．

R鹳uIts Anxiety occurred in 93％of patients． Profession，educ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nxiety．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released anxiety in these patients．Con—

cI璐io眦 Several factors can cause anxiet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CI and systematic nursing interven—

tion can improve thes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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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2001年10月至今采用国际ZUNG焦虑 对患者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及疾病的严重程

量表(SAS)调查分析，研究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 度分析，从中找出焦虑行为的发生因素，并按评分标

前后冠心病(CHD)患者焦虑行为发生的因素并观察 准分为轻、中、重3组∞]，然后采用系统化的整体护

心理护理干预对100例行PCI患者焦虑行为的效 理方式，因人而宜，研究制定一整套整体护理措施，

果。 进行一对一的心理护理干预[3]。在PCI 1～2周后，

1临床资料 再次进行同一量表调查，并对心理护理干预前后调
选择需要行PCI的住院患者100例，男57例，

女43例，年龄47～73岁，平均年令(52．5±1．5)岁，

平均住院时间(14．2±1．2)天。本组病例中，冠脉单

支病变48例，双支病变39例，多支病变(3支以上)

13例。以上病例均无智力障碍，有认知能力，并能较

好地进行语言沟通。
2 方法

首先对100例拟行PCI的CHD患者进行评估，

采用国际认证的zUNG量表(SAS)进行量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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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心理护理干预的效

果‘1—2|。

2．1根据本组病例分析制定具体的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

2．1．1挑选临床经验、社会经验丰富，专业素质较

高的护士担任专业主管护士工作。能面对不同层次

的患者和存在不同问题的家庭，并有应急处理问题

的能力。再与患者真诚地沟通中，了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

2．1．2 运用整体护理程序进行资料收集和评估，提

出护理问题及预期目标，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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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最后对以上护理问题的解决进行评价。

2．1．3 主管护士应热情稳重，运用沟通技巧满足患

者被尊重感，取得患者的信任[3叫]，在PCI前，协助

患者完成sAS调查，并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2．1．4每日进行PCI的宣传针对每位患者病情的

严重程度、性格特点，采取相应地沟通方式，详细讲

解PcI的发展史、手术方法、术前准备及术后注意事

项，手术成功范例等，阐述PCI治愈其疾病的重要意

义。

2．1．5隔日一次根据病情作相应的饮食指导和生

活指导。PCI患者的饮食以低盐低脂清淡易消化饮

食为主，盐摄入量<6 g／日；脂肪摄入量<40 g／日。

少食多餐、避免过饱。保持良好的睡眠，交代起居活

动禁忌，及出院后抗凝药物应用注意事项。

2．1．6 主管护士负责把PCI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

PCI的新动向，编辑印制成册或印制彩色的宣传单，

无偿的发送给患者及家属。在病房内以PCI知识讲

座及护、患问答的形式，增长患者CHD的预防保健

知识，减少因心理因素诱发的焦虑情绪。

2．1．7 经过1～2周的心理疏导，在PCI后再次协

助患者完成(SAS)量表调查，并观察两者的差异。

3 结果

农1 焦虑行为的相关因素(n一100)

注：*示P<O．05。

裹2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

注：矿一43．75，P<o．05。

4讨论

研究发现，本组93％的PCI患者均不同程度的

伴有焦虑行为。受疾病的严重程度、职业、文化程

度、医疗费用的影响明显。焦虑行为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其他的调查[4_6]。这与人们对PCI缺乏了解，

对其技术的先进性和成功率的疑虑，以及预后的担

忧有关。经济条件愈差、病情愈严重、性格愈内向的

患者焦虑行为愈明显。其次相关知识宣传不到位，

文化程度愈低，对疾病的认知能力也愈差，焦虑行为

的发生率愈高。

根据PCI患者的特点研究出一套系统化心理护

理干预方案及具体实施措施，这是以往未见的。我

们在该项研究中体会到：合理运用人才资源，灵活运

用沟通技巧，既能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感受，又提高

了整体护理质量。遴选和培养社会经验和临床经验

丰富的护师专项负责，她们具有敏锐地观察力和耐

心，通过她们对社会、疾病的理解去体会病人的心理

感受。在与患者真诚地沟通中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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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患者的被尊重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加

强PcI知识的宣传指导，详细讲解PCI的发展史、操

作方法，术前、术后护理要点等，还以无偿发送冠心

病健康知识宣传册，和开展PCI知识小讲座的方法，

加强患者的健康防病意识。上述系列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使患者对CHD及PCI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焦虑行为有明显改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较好

的配合了PCI的实施，加之因人而宜地术后护理方

案，使患者和家属满意度明显提高，医患关系融洽，

提高了PCI的成功率。

(诚谢：山东省立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崔连

群，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唐茂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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