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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6_85_c21_1645.htm 1.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内容 冠心病患

者的心理问题可由多种原因诱发：如社会心理应激、精神紧

张、吸烟酗酒、情绪波动等，经临床观察，这些患者突出的

心理状态表现为焦虑、忧虑、恐惧、否认、角色紊乱等。针

对患者的不同心理在实施治疗护理的同时做好心理护理。 2.

焦虑的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 由于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呈昼夜

变化，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能否治愈常常产生焦虑心理，特

别当心律失常频繁发作时，患者顾虑重重，心神不定，焦虑

不安，睡眠减少，情绪低落，使原有病情加重。针对这样的

患者，要充分了解他们的个性，讲述有关本病的知识，给予

耐心的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使其正确理解护理要求，从

焦虑状态中解脱出来，消除疑虑，自觉配合治疗和护理。 3.

紧张恐惧的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 来源：考试大 恐惧心理在临

床上常常表现为紧张状态。冠心病患者常在夜间发作或夜间

症状加重，有的患者每到晚上睡觉前即开始精神紧张，有的

患者看到抢救别的患者而紧张恐惧，有的患者看到一些抢救

仪器及吸氧的装置精神就紧张，促使病情加重。针对这种心

态，患者入院后即以热情亲切的态度与之接触，主动介绍监

护室的环境，用稳重娴熟的操作取得患者的信任。同时，运

用暗示、说服、示范、诱导等方法，让患者学会放松转移自

己的注意力，消除紧张心理因素，使患者对医护人员产生信

赖感和安全感，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4.否认的心理护理与

健康教育 百考试题(100test.com) 有的患者不承认自己有病或



病情加重，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缺乏思想准备，相信自己

的身体会抵抗所有疾病或者根本不相信以往健壮的身体会得

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主动地、有分寸地把病情和医生

的诊断告诉患者，使患者认识疾病的程度，通过一段时间的

心理疏导，使患者承认患病，同时讲解病情，介绍当前冠心

病研究的进展，明确指出冠心病不是不治之症，回避只能对

自己不利。同时结合本病房一些冠心病治愈的实例现身说法

，请病情缓解的患者介绍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切身体会，以

增强患者信心，使患者认清疾病，配合治疗。 5.角色紊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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