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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引起的血管功

能结构的改变，血管管腔由于堵塞变得狭窄，从而造

成心肌血供不足，最终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脏疾病。冠

心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糖尿病或糖耐量异常人群，高

血压高血脂，长期吸烟者。它的主要症状为疼痛，发

作严重的患者有猝死可能性。既往研究多是对冠心病

患者患者整体心理状况及危险因素的研究
[1]
，而针对

患者负性情绪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焦虑自测量表

HAMA和抑郁自测量表HAMD对冠心病患者的焦虑、抑郁

状况进行调查及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减轻患者负

性情绪，提供临床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现报道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入院

治疗冠心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

合冠心病的诊断标准：①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如发作

性绞痛、压榨性疼痛等；②听诊时患者心音减弱；③

心电图检测S-T波形异常；④冠状动脉造影明确明确

管壁有无狭窄和狭窄部位；(2)年龄41～87岁，神志

清楚入院后能与医护人员进行有效沟通。排除标准：

(1)伴有肺源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法洛四联症

等心脏疾病的患者；(2)有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3)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疾病的患

者。参与研究的患者均已告知，符合护理伦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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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3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mitted to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given regression analysis . The occurr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were recorded,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5.72±1.98) points and (5.51±3.13) points respectively, and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58.54% and 61.32% respectively,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ed factors of age, 
sleep time, pain degree, disease awareness, educ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status were related to negative emotion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0.05),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gender (P>0.05). The above  factors were the factors 
caus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y using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high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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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患者进

行资料的分析，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一般资料调

查问卷、焦虑自测量表HAMA和抑郁自测量表HAMD。①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根据

既往研究中可能引起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负性情绪

的影响因素进行设计
[2]
。包括性别、年龄、睡眠、疼

痛、对疾病的知晓、经济状况等；②焦虑自测量表

HAMA
[3]
；③抑郁自测量表HAMD

[4]
。

　　1.2.2 资料收集  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及

意义，告知其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采用匿名的办

法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300

份，回收问卷300份，回收率为100%。筛除信息填写

不完整的问卷13份，得到有效问卷287份，有效率为

95.67%。

　　1.3 观察指标  根据焦虑、抑郁量表的评分来

判断患者有无复兴情绪。焦虑自测量表HAMA：该量

表共14个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各级的标

准为：0分无症状、1分轻、2分中等、3分重、4分极

重。各项目得分相加，小于7分，则没有焦虑症状，

分值越大说明患者的焦虑程度越重。抑郁自测量表

HAMD：该量表共17个项目，评分法及标准与HAMA量表

相同，小于8分，则没有抑郁症状，分值越大说明患

者的抑郁程度越重。两组评估量表有任一量表评估患

者有焦虑、抑郁症状，则认为患者存在负性情绪。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影响因素资料采用χ
2
检验；对冠心

病负性情绪有影响的因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

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结果

　　2.1 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发生情况  287例冠

心病患者患者，其中HAMA量表总分为(5.72±1.98)

分，焦虑患者168例，占58.54%；HAMD量表总分

(5.51±3.13)分，抑郁患者176例，占61.32%；既无

焦虑也无抑郁的患者89例，占31.01%。

　　2.2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表1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287)

项目                   n    抑郁/非抑郁   焦虑/非焦虑   Χ12，P    Χ22，P

性别         男          145    101/44        116/15      0.013      0.526  

             女          142  98/44        122/20      P＞0.05    P＞0.05

年龄(岁)     ＜60  151  123/28        136/15      10.143 10.551

     ≥60  136  86/47        103/33      P＜0.05    P＜0.05

睡眠时间(h)  ＜5          159  126/33        127/32      9.325 4.448

     ≥5          128  118/10        114/14      P＜0.05    P＜0.05

疼痛程度    Ⅱ度  132  113/19        110/22      5.210 4.992

    Ⅲ度          87  67/20        73/14      P＜0.05    P＜0.05

    Ⅳ度          68  60/8        56/12  

对疾病知晓 知晓          207  188/19        169/38      2.366 2.865

   不知晓  80  76/4        69/11      P＜0.05    P＜0.05

经济状况 月收入＜5000 212 192/20        187/25      11.926 19.837

  月收入≥5000 75 56/19        44/31      P＜0.05    P＜0.05

注：Χ12表示抑郁与非抑郁患者对比，Χ22表示焦虑与非焦虑患者对比。

表2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B S.E.  t  p  OR   95%CI

年龄         0.356 0.078 2.156 0.033 1.752 1.053～2.713

睡眠时间 0.486 0.198 2.327 0.022 3.113 1.352～3.123

疼痛程度 0.428 0.163 2.421 0.017 3.071 1.124～3.032

对疾病的知晓 0.368 0.162 4.715 P＜0.01 2.986 1.159～3.075

经济状况 1.179 0.206 5.392 P＜0.01 3.842 1.464～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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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能力也不同，对疾病的知晓越多，发生焦虑抑郁

情绪更少；经济收入低的患者，由于需长期治疗，担

心其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越重，心理压力大，容易出现

负性情绪，有学者研究表明无经济收入的人群焦虑、

抑郁状况更为严重
[8]
。既往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与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情况、婚姻状

况以及医疗费用等因素相关
[9]
。本研究中未考虑到患

者婚姻状况及医疗费用等方面，是本研究的不足，但

是本研究还探讨了患者的睡眠状况及疼痛程度对于患

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得到患者负性情绪与睡眠状况及

疼痛程度相关这一新结论。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

高，其负性情绪受年龄、睡眠时间、疼痛程度、心功

能等级、对疾病的知晓、病程长度、文化程度、经济

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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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与非负性情绪患者在年龄、睡眠

时间、疼痛程度、对疾病的知晓、经济状况等相关因

素对比有明显差异(P＜0.05)，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

(P＞0.05)。见表1。

　　2.3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年龄、睡眠时间、疼痛程度、

对疾病的知晓、经济状况等5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

负性情绪作为应变量,其他统计量作为自变量赋值后

进行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5个变量均被纳入

负性情绪水平回归方程，说明是引起冠心病患者负性

情绪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

分别为58.54%、61.32%，可见负性情绪发生率高。冠

心病患者由于身体活动受限、疾病引起的疼痛、对疾

病的恐惧等原因容易出现负性情绪
[5]
。本研究中冠心

病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既往研究中冠

心病患者发生焦虑28.7%、抑郁36.7%
[6]
。但是鉴于该

研究与本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体状

况、经济条件等情况均不相同，所以负性情绪的发生

率存在差异。

　　将影响因素作为变量带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

析中，发现年龄、睡眠时间、疼痛程度、对疾病的

知晓、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是引起冠心病患者负性

情绪的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年龄大的患者，患者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基础疾病增

多、对疼痛的耐受力下降等原因，使得患者对疾病引

起的自身症状感觉更为明显，容易产生负性情绪；睡

眠质量越好的患者，体力及精神越好，改善对疾病的

耐受力，自我感受更好，负性情绪的发生率更少，王

道阳,戴丽华
[7]
等人的研究表明睡眠与人的负性情绪

有关；疼痛程度高的患者，精力减退快，身心负担加

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越容易产生负性情绪；不同

文化程度的患者对于疾病的知晓程度不同，自我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