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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知疗法对改善冠心病病人负性情绪的效果

张摇 勤

[摘要]目的:探讨贝克认知疗法对改善冠心病病人负性情绪的效果。 方法:选择冠心病病人 59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29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心理支持及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贝克认知疗法心理干预。
比较 2 组病人干预前后负性情绪改善情况。 结果:干预前 2 组病人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均高于

临界值,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观察组病人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结论:对冠心病病人实施贝克认知疗法心理护理,能纠正病人错误认知,减轻病人焦

虑、抑郁程度,有利于疾病的治疗,是促进冠心病病人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护理举措,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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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冠心病是中老年常见的心身疾病,病情发作时

病人常伴有胸闷、心慌、胸痛、乏力等症状,易引起焦

虑、抑郁等心理障碍[1]。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可

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液动力学变化,致命性冠心

病的发病风险随焦虑程度增加而增加[2]。 冠心病

病人持续存在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仅会导致

病情的加重,还影响临床疗效与预后,严重影响病人

的生活质量[3]。 贝克认知疗法是认知疗法中唯一

具有人格和心理病理学的理论和心理治疗体系,可
广泛用于治疗各种心理异常,特别是抑郁和焦虑异

常[4]。 我科于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收治

的冠心病病人给予贝克认知疗法心理干预,取得满

意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科收治的冠心病病人 59 例

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意识清楚;(2)小学以

上文化程度;(3)入院评估存在焦虑、抑郁负性情

绪。 排除有精神疾病史、认知功能障碍及不能配合

进行量表测评的病人。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人分

为观察组 29 例和对照组 30 例。 其中观察组男 7
例,女 22 例,年龄 42 ~ 80 岁;对照组男 7 例,女 23
例,年龄 36 ~ 90 岁。 2 组病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通过,所有病人均知情同意。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给予心理支持及常规护理。 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冠心病贝克认知疗法心理

干预,通过收集和分析影响我科冠心病病人治疗效

果的心理因素,查阅相关资料,学习和掌握贝克认知

疗法相关理论,由质控小组共同商讨,制定冠心病贝

克认知疗法心理护理的步骤及内容。 (1)帮助病人

找出不良认知,诱导病人宣泄不良情绪。 热情接待

病人,与病人亲切、诚恳交流,采用目光、点头或回答

等方式认同病人的感受,如心脏出现问题,存在窒闷

感,有猝死危险;病情复发,疾病难治愈;因住院增加

家庭经济负担等。 不轻易打断病人叙述,强调负性

情绪会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积
极诱导病人宣泄积累的心理压力。 (2)协助病人暴

露认知曲解,通过讨论、检验、合理推论,纠正其认知

错误。 认真倾听和记录病人主诉,询问病人得知患

冠心病时想些什么? 冠心病对病人意味着什么? 心

情低落时有什么想法? 帮助病人对自己的认知曲解

进行真实性检验,用类推的方法查找不合理理念,及
时纠正病人错误认知,维护心理平衡。 (3)去注意

化。 拟定治疗计划,介绍疾病相关知识,指导病人有

效的应对技巧,如听轻音乐、练太极拳、看励志影视,
找好友、家人谈心等,以摆脱负性情绪;推选病人作

为病房、小组代表等,积极参与治疗、护理,让其获得

价值感;告知病人不要过多在意周围人眼光,生活有

规律,充实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与病人家属沟通,
多给予情感关怀,积极争取家庭和社会支持;介绍康

复好且乐观的病人为病友,帮助其树立信心。 (4)
监控病人抑郁和焦虑水平。 每天交接班时重点关注

病人,捕捉病人疾病康复改善的信息,对每一点进步

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如发现心理偏差,及时给予正面

引导。 由经过培训具有良好沟通能力,有耐心的床

位护士,采取护患一对一的方式,按照冠心病贝克认

知疗法心理护理步骤内容进行针对性心理护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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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1 次,每次 30 min。 在实施过程中对病人出现的

新的心理问题进行重复步骤心理干预。
1. 3摇 评价方法摇 于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对 2 组病

人进行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
和症状自评量表(SCL鄄90)测评。 其中 SAS 和 SDS
各包括 20 个项目,根据每个项目定义的症状进行评

分, > 50 分为焦虑、抑郁,50 ~ 59 分为轻度焦虑、抑
郁,60 ~ 69 分为中度焦虑、抑郁,逸70 分为重度焦

虑、抑郁[5]。 SAS 和 SDS 评分越低,表示焦虑、抑郁

症状越轻。 SCL鄄90 是临床最常用的心理健康测试

量表,共 90 个自我评定项目,每个项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分别记

1 ~ 5 分。 评分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6]。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干预前,2 组病人 SAS、SDS 和 SCL鄄90 评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2 组 SAS、SDS
和 SCL鄄90 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P < 0. 01),且观

察组病人 SAS、SDS 和 SCL鄄90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病人干预前后 SAS、SDS 和 SCL鄄90 评分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n SAS SDS SCL鄄90

干预前

摇 对照组 30 52. 90 依 2. 64 55. 33 依 2. 62 174. 77 依 3. 87

摇 观察组 29 53. 48 依 3. 11 54. 86 依 2. 75 174. 69 依 3. 82

摇 摇 t — 0. 77 0. 67 0. 08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

摇 对照组 30 43. 00 依 3. 38** 42. 17 依 2. 29** 139. 97 依 6. 86**

摇 观察组 29 40. 21 依 2. 83** 39. 83 依 2. 48** 129. 48 依 7. 20**

摇 摇 t — 3. 67 3. 77 5. 73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干预前比较**P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内科住院老年冠心病病人有焦虑症状者占

69% ~70. 4%,有抑郁症状者占 52. 1% ~ 63. 4% [7]。
冠心病病人的焦虑、抑郁情绪主要与病情反复发作、
住院环境陌生、生活习惯被迫改变、猝死感等症状、
监护仪器等设备使用、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负担

高、家庭成员的支持度不够等有关。 负性情绪促发

或加重了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及心衰,造成

恶性循环,影响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康复全

过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2 组病人干预前 SAS、SDS、
SCL鄄90 评分均高于临界值,提示冠心病病人存在一

定心理问题。 心理护理从接诊开始,认同病人的感

受,取得病人信任至关重要。 在冠心病心理护理第

一步骤中,充分抓住具有良好首映效应这一关键时

期,通过认同病人的感受,诱导病人宣泄内心压力,
能拉近护患关系,取得病人信任,为下一步心理干预

打下良好基础。
贝克认知治疗的核心和关键是改变病人错误的

认知过程和观念。 帮助病人识别认知错误是心理护

理取得成效的关键。 本研究中,由经过培训具有良

好沟通能力的床位护士,采取护患一对一的方式,深
入浅出引导病人暴露和识别认知错误,并加以讨论、
检验、合理推论,指导病人去注意化,监控抑郁和焦

虑水平,帮助病人答疑解惑,从源头解决病人心理问

题,从而排解了压力,提高了应对能力,有利于疾病

的治疗,实现了病人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健康需

求。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病人 SAS、
SDS、SCL鄄90 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且明显低于对

照组干预后,提示贝克认知疗法心理护理是促进冠

心病病人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护理举措。
综上所述,冠心病贝克认知疗法心理护理步骤

简单,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本研究参照贝克认知

行为理论自行设计的冠心病贝克认知疗法心理护理

步骤内容,可指导床位护士有计划地实施心理干预,
使病人参与心理护理过程,避免了普通心理护理护

士主导病人,护患沟通不深入及心理护理成效不显

著的问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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