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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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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康复训练在冠心病治疗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

状态!改善心肺功能!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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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诊疗中较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类型#在老年

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我国冠心病发生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严重影响中

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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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是临床医疗中的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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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冠心病患者
#:4

例#所有患者均经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

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病程均在
#

个月以上#均知情同意%将合

并严重肝肾类疾病(左心室室壁瘤(电解质紊乱(

'

个月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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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接受心功能(利尿(纠正电

解质(控制感染(使用血管及张素#以及其他类型抑制剂等常规

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心肺康复治疗#首

先#实施健康宣教'向患者宣传有关冠心病发病的知识及相关

防治措施#鼓励患者坚持康复治疗#让患者认识到规范化康复

治疗的重要性#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并根据患者的生活习

惯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强调戒烟(戒酒的重要性#嘱咐患者低

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其次#实施有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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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适度有氧运动锻炼#以患者的耐受能力为主要考虑范

围*

!

+

'临床治疗中后期可以进行有氧和阻抗训练#运动过程中

应避免患者出现过度劳累#保持比较平稳的呼吸频率'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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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发病初期并无典型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多

表现出胸痛(胸闷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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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的心肺康复训练是从患者心理和行为进行有效干预#不断提高

患者的社会功能#改善其焦虑抑郁状态'其中心肺运动训练是

一种心肺功能的无创性检测方法#能够提高患者的运动耐力和

心理状态#心肺运动试验已经广泛应用于心脏病学(呼吸病学

等多种研究领域#对评价患者的心肺功能改善程度具有积极的

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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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给予患者心肺康复治疗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心肺功能评价指标和心肺康复治疗#且有

助于缓解其焦虑抑郁情况#对改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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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应用效果'通过随访调查#采用心肺康复治疗的观察组患

者其生活质量评分改善程度显著优于传统治疗的对照组#说明

心肺康复治疗的远期疗效显著'马跃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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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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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康复组患者进行为其
#%9

的早期心肺康

复治疗#康复训练内容包括运动疗法(呼吸训练及相关心理指

导等#研究结果显示#康复组患者第
#

秒钟用力呼气量占预计

值百分比数值等心肺功能指标均显著改善#且康复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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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量表评分结果较常规治疗显著改善'

说明早期适当的心肺康复训练有助于肺功能(运动耐力的恢

复#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与本组研究结

果相符合'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应用心肺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显

著#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和焦虑抑郁情绪#能够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是本组研究也存

在一定的不足#由于研究实施过程到效果评价过程的时间有

限#加上样本量较小#有待于进一步实施长期前瞻性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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