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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生物反馈训练对冠心病患者生理
.

心理学指标的影响&方法
!

4)

名冠心病患者被随机分配到观察组

"生物反馈组$或对照组!两组各
1/

例&观察组患者接受了每天
$

次'每次
'%L#,

'为期
$0!

的生物反馈训练!对照组患者在同等

条件下静卧
'%L#,

&在治疗前后对患者生理指标中的收缩压"

W[]

$'舒张压"

3[]

$!正常心动周期的标准差"

W3__

$$及心理指标

中的焦虑"

=:@:

$'抑郁"

=:@3

$进行评估!比较组内和组间差异&结果
!

"

$

$观察组
W[]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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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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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

6g'&'(0

!

!g%&%%$'

#

6g'&)'1

!

!g%&%%%)

#

6g0&141

!

!g%&%%%$

#

6g0&'%(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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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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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W[]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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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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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W3__

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

$

%&%4

$#对照组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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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

%&%4

$&结论
!

生物反馈训练是一种有效的冠心病辅助治疗方式&

#关键词$

!

冠状动脉疾病#生物反馈!心理学#心理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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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冠心病

的高病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导致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

担'

$

(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

心

理
.

社会模式转变#心理因素可以促发心血管疾病这一认识已

经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

1

(

)生物反馈是一种自我调节的

治疗方法#属于心理治疗体系中行为治疗中的一种#患者通过

训练学习如何控制自主神经系统#以改善自身健康状态'

'

(

)研

究表明#生物反馈技术能使高血压患者血压降低#提高患者心

率变异性)心率变异性$

HC6A<A6<CO6A#6F#D#<

N

#

=5;

&是近年来

研究较多的反映自主神经功能的无创性心电学指标#能衡量自

主神经系统平衡性'

0

(

#同时也是预测心脏性猝死和心律失常性

事件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而最能反映
=5;

的参数是正常心

动周期的标准差 $

+<6,!6A!!CO#6<#","K<HC__#,<CAO6D+

#

W3__

&

'

4.)

(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心率生物反馈训练在冠心

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评价指标包括生理指标如血压*

W3__

#

及心理指标#如抑郁*焦虑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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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4

月至
1%$4

年
4

月本院心内科

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4)

例#其中#男
1)

例#女
'%

例#年龄
04

#

-4

岁)纳入标准!$

$

&冠心病的诊断符合
1%$%

年卫生部发布

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诊断标准.

'

-

(

%$

1

&研究对象知

情同意)排除标准!$

$

&安有心脏起搏器者%$

1

&严重的心脏瓣

膜病或慢性心力衰竭%$

'

&患有除抑郁症"焦虑障碍的其他心理

疾病患者)

@&A

!

方法

@&A&@

!

分组
!

将符合纳排标准的
4)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生物反馈组$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1/

例)观察组男

$1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4(&14G-&/'

&岁%对照组男
$0

例#

$)''

重庆医学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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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宿州市立医院院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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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芹$

$()/U

&#硕士#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心理学应用研究)

!

#

!

通讯作者#

I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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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kk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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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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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对比'

)g1/

(

组别
年龄

$

/G<

#岁&

性别

$

)

"

)

#男"女&

合并症$

)

&

高血压 糖尿病

基础用药$

)

&

阿司匹林
"

.

受体阻滞药 他汀类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观察组
4(&14G-&/' $1

"

$) $- $$ 11 $4 $0 $-

对照组
)%&0'G-&)4 $0

"

$0 $/ $' 1% $/ $) $4

6 %&4-% %&1/- %&%0' %&'/$ %&))0 %&1/- %&1(1

! %&4-% %&4(1 %&/') %&4'- %&0$4 %&4(1 %&4/(

表
1

!!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
W[]

&

3[]

&

W3__

&

=:@:

和
=:@3

组间&组内比较'

/G<

)

)g1/

(

组别
W[]

$

LL=

B

&

3[]

$

LL=

B

&

W3__

$

L+

&

=:@:

$分&

=:@3

$分&

治疗前

!

观察组
$1'&$-G$$&$0 /1&4-G$%&(( 0'&%4G$0&$' 1%&1)G0&$- 1'&%/G0&-$

!

对照组
$1/&%$G$$&/0 /)&1-G$$&$0 0%&$%G$%&00 11&4(G4&)- 1'&44G0&%$

!

6 $&4-4 $&14$ %&//( $&-41 %&0%1

!

! %&$1$% %&1$)% %&'-/% %&%/)% %&)/(%

治疗后

!

观察组
$%0&'4G(&%%

"

-0&)/G/&$/

"

40&('G$0&%(

"

$4&/0G'&4%

"

$0&44G'&('

"

!

对照组
$$'&10G$%&40

"

/'&0/G(&/- 0'&-4G$$&/4 1%&)1G0&/$ $(&10G0&1$

"

!

6 '&'(0 '&)'1 '&1$' 0&141 0&'%(

!

! %&%%$' %&%%%) %&%%11 %&%%%$ %&%%%$

!!

"

!

!

$

%&%4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女
$0

例#平均年龄$

)%&0'G-&)4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合

并症*基础用药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在

治疗前后#收集每位患者血压*

W3__

*抑郁及焦虑情况)评价

指标的收集均由同一位不参与试验分组及干预的护士完成#以

保证盲法的有效性)

@&A&A

!

干预方法
!

观察组!生物反馈仪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b,K#,#<#

系列多参数生物反馈仪$型号
b,.

K#,#<#0%%%2

&#生物反馈训练由一位经过培训的护士担任#采用

额肌生物反馈#将一次性电极放置在两眉的上方*瞳孔的正上

方#距眉弓约
1&47L

#参考电极置于两个电极的正中间)先进

行
$%L#,

的自我松弛练习#然后进行反馈训练#每次训练约
'%

L#,

)每天
$

次#

1

周为
$

疗程)对照组!在同样的环境下静卧

'%L#,

#频率及疗程与观察组相同)

@&A&B

!

评价方法
!

$

$

&血压监测!患者取坐位#护士用水银血

压测量患者左手臂收缩压$

W[]

&和舒张压$

3[]

&%$

1

&

W3__

监测!采用美国
@C!A",#7+3@W="D<CA'

导联全信息
10H

连

续动态心电图记录仪#将记录磁带回放#截取治疗前后的记录

阶段#进行短时程$

4L#,

&心率变异性时域分析#分析指标选取

W3__

#该指标降低#表明心率变异性就降低)而心率变异性

降低程度与冠状动脉损伤的程度有关#病情越严重#心率变异

性就越低%$

'

&焦虑*抑郁评价!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

=:.

@:

&

'

/

(

#共
$0

个项目#采用$

%

#

0

&

4

级评分法)各级的标准

为!无*轻*中等*重*极重)总分#

%

1(

分为可能有严重焦虑%

%

1$

#

1(

分为肯定有明显焦虑%

%

$0

#

1$

分为肯定有焦

虑%

%

-

#

$0

分为可能有焦虑%

&

-

分为无焦虑)汉密顿抑郁量

表$

=:@3

&

'

(

(

#共
10

个项目)采用$

%

#

0

&

4

级评分法)各级

的标准为!无*轻*中等*重*极重)总分#

%

'4

分为可能有严重

抑郁%

%

1%

#

'4

分为有轻或中等程度的抑郁%

/

#

1%

分为可能

有抑郁%

$

/

分为无抑郁)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6

检验#两组

自身前后测得分差异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6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

!

组间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
W[]

*

3[]

*

W3__

*

=:@:

和
=:@3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1

)试验结

束后#观察组在
W[]

*

3[]

*

=:@:

和
=:@3

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

W3__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见表
1

)

A&A

!

组内比较
!

试验结束后#观察组
W[]

*

3[]

*

=:@:

和

=:@3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

%&%4

&*

W3__

较治疗前显著

升高$

!

$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W[]

*

=:@3

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3[]

*

W3__

*

=:@:

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1

)

B

!

讨
!!

论

B&@

!

对血压的影响
!

本研究纳入的冠心病患者血压属
1%$%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

(规定的正常高值血压#即收缩压

$1%

#

$'(LL=

B

和$或&舒张压
/%

#

/(LL =

B

#观察组的患

者
W[]

与
3[]

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该结果与任洁等'

1

(的研

究结果一致#当然#引起血压下降的因素不能全部归因为生物

反馈技术的应用#因对照组的患者试验结束后
W[]

也明显低

于治疗前#这可能跟患者服用
"

受体阻滞剂#以及潜在的生活

方式改变有关)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4

卷第
10

期



B&A

!

对
W3__

的影响
!

=5;

是反映自主神经功能的指标之

一#冠心病患者
=5;

越低#其发生心脏事件可能性大#本研究

选取
W3__

这一具有较高特异性的参数作为衡量
=5;

的时

域指标#

W3__

越高#说明
=5;

越好#在观察组#患者的

W3__

显著提高了#而对照组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

结果与王兰爽等'

$1

(的研究结果类似#该研究纳入了
1/

名研究

对象#观察组
$-

名#对照组
$$

名#观察组接受
'%L#,

的生物

反馈训练#对照组在安静状态下休息
'%L#,

#记录患者基线时

域指标$第
$

阶段&*生物反馈训练$或静卧&最后
4L#,

的时域

指标$第
1

阶段&以及试验结束
4L#,

后的时域指标$第
'

阶

段&#该研究发现#试验结束后观察组的
=5;

时域指标显著高

于治疗前#且试验后观察组时域指标显著高于治疗前#而对照

组各试验阶段
=5;

时域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

生物反馈训练能增加冠心病患者的
=5;

#可能对心脏不良事

件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是一个保护因素)而在
2D#L"O

等'

$'

(的

研究中#发现生物反馈训练并没有改善冠心病患者的
=5;

#该

结论与本研究结果有出入#本研究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

&

2D#L"O

等'

$'

(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均为男性患者#且样

本量偏小$生物反馈组
$'

名#对照组
$$

名&)$

1

&试验实施方

案不同!

2D#L"O

等'

$'

(的研究中试验组接受
$%

次生物反馈训

练#每次
04

#

)%L#,

#本研究中试验组每次训练
'%L#,

#每天
$

次#共治疗
1

周)$

'

&

2D#L"O

等'

$'

(的研究中对照组接受了心脏

康复训练#本研究中对照组除了静卧未接受其他处理#以上这

些均有可能成为本研究与其研究出现差别的原因)

B&B

!

对焦虑*抑郁水平的影响
!

情绪障碍是生物反馈技术应

用得最多的领域#大量研究也证实了生物反馈训练对焦虑障

碍*抑郁症或躯体疾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良好效果)本研

究中#通过
1

周的生物反馈训练#患者的焦虑及抑郁情绪均得

到显著改善#生物反馈成为一项心理治疗方法)值得指出的

是#在心理学变量中#本研究选取焦虑*抑郁水平作为衡量指标

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

&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会增加不良心脏

事件发生的风险#且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反应主要为情绪改变#

表现为焦虑或抑郁'

$0

(

#$

1

&血压与消极情绪状态常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

&研究表明#

=5;

指标与焦虑*抑郁水平具有一定

相关性'

0

(

)然而根据本研究难以得出患者生理指标及心理指

标的改善是独立发生的还是存在因果关系#即是否通过生物反

馈的训练#患者的血压下降*

=5;

升高#使得其焦虑和抑郁状

态缓解#或是生物反馈降低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从而其生

理指标得以改善#或是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的变化是同时发生

的#之间并无关联, 这类问题需未来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生物反馈技术应用于冠心病患者的康

复治疗中#结果表明#生物反馈训练能显著降低冠心病患者的

血压水平#提高其
=5;

#并能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辅助治疗方式)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

$

&因为

严格的纳排标准#急性冠脉事件*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及其他心

脏疾病$如心脏瓣膜病#心脏衰竭&均被排除在外#为期两年的

临床试验样本量仍偏小)$

1

&未设置较长的随访期进行远期疗

效的比较)建议未来的研究扩大样本量*设置较长的随访期对

本研究的结论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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