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予患者鼓励与安慰#护理人员要对老年抑郁症患者

给予人文关怀#倾听其心理诉求#尽可能满足患者的

合理需求(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2D2

评

分)

2\2

评分均得到改善#且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A

%

"9"$

%#说明心理疏导及精神护理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心理#改善患

者的心理状态*

<

+

(经不同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护理总满意度及治疗依从率分别为
<:9@>

)

<?9?>

#

均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9">

)

@?9?>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9"$

%#体现出心理疏导和精神护理的优越

性(有学者研究显示#通过对
$=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

给予心理疏导及精神护理#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

得到了明显改善#护理满意度达到
<;9=>

*

#"

+

#与本次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心理疏导及精神护理能够有效缓解患

者的焦虑)抑郁心理#提升患者对治疗的依从率及护

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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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心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病情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林少娜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海口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双心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病情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每组
="

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进行双心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病情管理能力评分%焦虑

自评量表"

2D2

#与抑郁自评量表"

2\2

#评分%生活质量评价量表评分$结果
!

经双心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

疾病认知%用药情况%应急处理%情绪波动%治疗依从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9"$

#'干预组患者
2D2

与
2\2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9"$

#!干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

价量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9"$

#$结论
!

应用双心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进

行全方位护理!能够明显提高其病情管理能力!

2D2

与
2\2

评分均明显降低!生活质量评价量表评分明显提

高!短期临床效果较好$

关键词"冠心病'

!

糖尿病'

!

病情管理能力'

!

生活质量'

!

双心护理

中图法分类号"

C$=@9#

文献标志码"

D

文章编号"

#:@!4<;$$

"

!"#=

#

"!4"!!!4"?

!!

冠心病在老年患者中较为常见#目前逐渐趋于中

年化#主要指由于长时间血液黏稠度较高#引起中老

年血管粥样性病变)硬化#严重者可引起血管壁坏死)

破裂*

#

+

(轻者易引起血液呈高凝状态#聚积于某处形

成血栓#重者易引起脑出血#甚至患者死亡#这就使患

者易产生焦虑)抑郁心理#不仅大大影响患者日常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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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N.K

S

!"#=

!

%+P9#$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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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对整个家庭易造成不良的影响*

!

+

(糖尿病是冠心

病常见的诱发因素之一#本研究应用双心护理对冠心

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短期临床效果显

著#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本院收治的
#:"

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按照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干预组

中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9#<b!9!?

%岁#病程

为
!

$

#;

年)平均病程为$

#"9=@b#9;<

%年'对照组患

者中年龄
:"

$

<"

岁)平均$

="9<!b#9;$

%岁#病程为

!

$

!"

年)平均病程为$

#"9!#b!9#@

%年(两组患者病

程)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A

$

"9"$

%#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

及其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且自愿参与本次研

究#依从性较好(

$9/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临床诊断确诊为

冠心病*

?

+

'空腹血糖
$

@9",,+P

"

1

'随机血糖
!

次
$

##9#,,+P

"

1

'有多饮)多尿和不明原因的体质量下

降症状'无休克或疼痛不止'患者能够自行表达且理

解能力良好#能够独立或在家属陪同下完成问卷调查

评估'无精神病史或其他器质性疾病(

排除标准!未明确诊断为冠心病合并糖尿病'腹

膜炎导致疼痛不止'病史及相关资料不全者'二尖瓣

狭窄)主动脉关闭不全等先天性心脏病'发热且持续

不退'有精神障碍疾病不能主动配合治疗'室颤'有癫

痫病史或神志丧失患者(

$9'

!

方法
!

两组患者入院时均进行系统评估#确保

两组患者均在调查范围内(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

理(入院时#核对患者信息#并进行评估#通过交谈了

解患者基本信息#并作常规宣教#询问药物过敏史)排

尿排便情况)有无引流管)遗传病史#测量血压)脉搏)

呼吸)体温)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等基本生命体

征'在院期间密切观察患者#以免其发生病情变化'做

好饮食护理)晨晚间护理等基础护理(干预组患者在

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双心护理干预($

#

%日常评估!对

心功能较差或疼痛较严重的患者进行每日评估#并绘

制变化曲线图#使其主治医生能够更直观看出其恢复

情况#易于发现潜在问题并积极采取解决措施'使用

动态心电监测观察患者体征变化($

!

%饮食及排泄护

理!嘱其多食菜#少进米饭等主食或油腻不易消化的

食物#禁止喝粥#对长期便秘患者#嘱其多食芹菜等通

便食物#若未见缓解#可遵医嘱采取通便措施#不宜过

度用力($

?

%心理护理!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是一种终

身性疾病#难以治愈#易引起患者紧张)焦虑等#这就

使得心理护理尤为重要#心理干预应贯穿治疗始终#

不仅对患者的疑虑要细心解答#而且要做好家属心理

护理#鼓励其与患者讨论感兴趣话题#以利于其放松

身心#积极面对疾病#延缓疾病进程'通过注意力转移

等方式#帮助其消除负面情绪#同时可加强对医院认

同感#提高治疗配合度($

;

%健康教育!每日查房时#

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疾病方面知识宣教#对

有抽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患者#进行特殊教育#

告知其危害及严重性#使其认识到不良后果#做好运

动宣教#嘱患者在餐后
#J

进行散步等轻体力运动#每

两周进行一次疾病讨论#对患者管理能力进行系统评

估#鼓励患者及家属积极参加#加强随访($

$

%宣传及

提示!将以上内容中较难理解的部分做成展板#挂在

病房中#并在日常巡视过程中向患者进行讲解'不定

期组织观看相关知识讲座#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疑

问'同时将健康知识制成手册)画报等#发放到患者手

中#以便其随时可以阅读学习(

$91

!

评价指标

$919$

!

病情管理能力评分
!

依照本院医疗科及护理

部制订的病情管理能力评分表进行调查#共分为疾病认

知)用药情况)应急处理)情绪波动)治疗依从性
$

部分#

每部分共
!"

分#得分越高#表示病情管理能力越高(

$919/

!

焦虑自评量表$

2D2

%与抑郁自评量表$

2\2

%

评分
!

2D2

评分结果参考!得分在
$"

$

$<

分为轻度

焦虑#

$

$<

$

:<

分为中度焦虑#

$

:<

分为重度焦虑(

2\2

评分结果参考!得分在
$?

$

:!

分为轻度抑郁#

$

:!

$

@!

分为中度抑郁#

$

@!

分为重度抑郁(

$919'

!

生活质量评价量表评分
!

按照生活质量评价

量表$

2Z4?:

%进行评估#本研究共涉及睡眠状态)生理

功能)社会参与能力)生活满足感)心理健康
$

方面#

满分
#""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9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Q22#<9"

统计学软件对表

中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MbE

表示#组间比较用

<

检验#以
A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两组患者病情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

经双心护理

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疾病认知)用药情况)应急处理)

情绪波动)治疗依从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病情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MbE

(分%

项目
+

疾病认知 用药情况 应急处理 情绪波动 治疗依从性

干预组
=" ##9?$b"9:; #!9"#b?9?! #=9?<b!9<= #@9!"b$9!# #:9$$b!9?$

对照组
=" #"9!:b!9;; #"9!?b!9=: #@9!;b#9<< #$9:=b?9!# #;9:@b?9$"

< ?9=: !9?< !9=@ !9!$ ?9<<

A

%

"9"$

%

"9"$

%

"9"$

%

"9"$

%

"9"$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M3HL*PEF

!

X.FN.K

S

!"#=

!

%+P9#$

!

8+9!



/9/

!

两组患者
2D2

与
2\2

评分比较
!

经双心护理

干预后#干预组患者
2D2

与
2\2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2D2

与
2\2

评分比较$

MbE

(分%

项目
+

2D2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2\2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 @=9;:b!9;@ $?9:<b$9@< @<9!!b!9?; ;<9?!b$9:<

对照组
=" @=9<?b!9$$ $:9<;b=9## @<9:#b!9#? $?9##b=9#:

< #9#= !9<! #9#" ?9;#

A

$

"9"$

%

"9"$

$

"9"$

%

"9"$

/9'

!

两组患者
2Z4?:

评分
!

经双心护理干预后#干

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量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9"$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2Z4?:

评分比较$

MbE

(分%

项目
+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
=" $:9;$b!9?; <"9"#b=9$<

对照组
=" $@9#?b!9=< =$9!#b$9<=

< #9:; ?9<<

A

$

"9"$

%

"9"$

'

!

讨
!!

论

随着国内外护理研究领域逐年迅猛发展#国内已

有诸多医院将双心护理运用到各种疾病护理中(本

研究应用双心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护

理干预(传统护理只注重在入院时进行评估)宣教#

测量血压)脉搏)呼吸)体温)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

数等基本生命体征#在住院期间定时观察患者#以免

其发生病情变化'做好饮食护理)晨晚间护理等基础

护理#对出院患者未进行系统回访#未能掌握患者对

病情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状况*

;4$

+

(而双心护理从日

常评估)饮食及排泄护理)心理护理)健康教育)宣传

及提示
$

方面入手#对患者进行系统护理(其中#入

院期间#详细指导患者日常饮食及运动#因人而异#制

订方案#使每例患者都能够感受到护理工作者的耐

心)热心及责任心*

:

+

'强调患者在排便费力时#一定不

要过分用力#以免引起冠状动脉破裂)出血#造成患者

死亡等严重后果'注重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鼓励其

家属多与患者谈论其感兴趣的话题#帮助患者缓解负

面情绪#加强其对抗疾病的决心*

@4=

+

'并做好日常宣

教#加强随访#日常查房时#对疾病相关知识掌握较差

的患者进行口头提问#督促其主动学习#不断鼓励#使

其能真正掌握疾病突发时的应对措施'每
!

周举办
#

次会议#组织家属及患者积极参加#保质保量地完成

每天饮食量及运动量#利用展板进行护理干预#清晰

的图片及语言给患者视觉上的冲击#从而增强患者的

理解能力#提升了对疾病宣教的兴趣#调动患者主动

参与的积极性*

<4#"

+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双心护理干

预后#干预组患者疾病认知)用药情况)应急处理)情

绪波动)治疗依从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9"$

%(说明干预组患者经护理干

预后#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掌握用

药情况)急性发作时处理措施#减小情绪波动#提高治

疗依从性(经双心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
2D2

与

2\2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2Z4?: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9"$

%(说明双心护

理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焦虑)抑郁心理#大大提高其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应用双心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

者进行全方位护理#能够显著提升患者及家属的疾病

管理能力#

2D2

)

2\2

评分均明显降低#

2Z4?:

评分明

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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