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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梳理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在防治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中应用的最新进展，本研究将重点从六字诀、芳香疗

法、穴位按摩、耳穴压豆、八段锦、太极拳以及正念减压法等方面进行综述。通过阐述冠心病患者负性

情绪对疾病的影响和危害，总结能够有效改善负性情绪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以期为开展适合冠心病患

者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提供参考，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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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view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nursing techniqu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ro-
nary heart diseas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six characters, aromatherapy, acupressure, aural-point 
pressure, Baduanjin, Taijiquan and mindful-based stress reduction. By elaborating the impact and 
harm of negative emotions on the diseas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e nursing techniqu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negative emo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nursing techniqu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provide directions for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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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HD)指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使管腔狭窄、阻塞和(或)因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

[1]。《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显示[2]，国内 CHD 患者约 1139 万，每年的病死率逐步增加。

WHO 报告显示 [3]，预测到 2025 年全球急性冠心病病例死亡人数将达约 2500 多万。一项研究显示 [4]，
世界范围内 18%~60%的冠心病患者合并抑郁症，28%~70%的患者合并焦虑，约 14.3%的患者同时伴有抑

郁和焦虑。有研究表明 [5]，约 1/3 的心血管系统疾病患者伴有抑郁状态，其中 CHD 患者伴有焦虑抑郁表

现的总量上升至 49.5%  [6]。随着中医护理技术的发展，以其简便易行，经济高效的优点被普遍应用在慢

性病患者负性情绪的防治中[7] [8] [9]。 

2. 冠心病患者的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又称负面情绪，这类情绪是低落的，指导致身体出现不舒适的感觉，出

现焦虑、失望、灰心、抑郁等让人产生心理问题的不好情绪，然而 CHD 患者常见于焦虑和抑郁[10]。一

项研究表明[11]，抑郁会让 CHD 患者在急性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增加 31%和 36%，焦虑的患者死亡风

险则呈 2 倍增长，焦虑/抑郁并存者，风险则上升至 3 倍[12]。一方面，由于冠心病的病程长，易反复发

作，常见多种并发症，对患者生理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以此诱发负性情绪。另一方面，患者的负性情绪

对 CHD 的疗效和转归有显著的影响[13]。因此，医护人员要多关注患者的情绪并及时疏导，从而让冠心

病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具有显著意义。 

2.1.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个人因素(性别)、收入水平因素、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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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4]。孟雅丽等 [15]在 200 例冠心病患者的研究中，结果显示 CHD 合并焦虑、抑郁、情绪障碍患者现

况的形势比较严峻，且性别作为其中的主要危险因素。邵悦等 [16]在研究中表明，患者的低水平收入，则

会增强疾病的不确定感，从而使得焦虑抑郁的情绪也更加显著，不利于疾病的控制。王丽娜等 [17]通过对

大连市中老年冠心病焦虑抑郁患者的社会支持进行调查后得出与王浩等 [18]的结果相符，社会支持得分越

高，焦虑、抑郁得分便越低，成反比关系。 

2.2.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评估量表 

本研究选取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 HAMD)来评估 CHD 患者的负性情绪，HAMA、HAMD 评分 > 18 分为阳性 [19]。 

3. 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 

近年来，随着中医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具有特色的中医疗法广泛应用于慢性疾病患者的情绪障碍

中，在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改善效果尤为显著，然而实施这一疗法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

本研究重点阐述了六字诀、芳香疗法、穴位按摩、耳穴压豆、八段锦、太极拳以及正念减压法等干预方

法。 

3.1. 六字诀 

六字诀起初出现于中医经典籍《养性延命录》里，曾经记载：“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

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呬，皆出气也。”通过运用六字诀，按照起势–嘘字诀–

呵字诀–呼字诀–呬字诀–吹字诀–嘻字诀–收势顺序如此反复的练习，需要肢体配合作为导引，即能

取到通心脉、调气血的功效，因切中病机，故病症、预后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20]。宋丽波等 [21]在 CHD
合并抑郁状态患者的研究中，经按规范要求开始 2 周的六字诀练习后，结果显示，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评分、中医症状得分及西雅图心绞痛量表积分(SAQ)都有显著改善，故六字诀在 CHD 患者伴焦虑抑

郁状态中的应用为临床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有研究显示 [22]，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利用六字诀进行干

预后，负性情绪有显著的改善，且运动功能也有所提高。六字诀的方法通俗易懂，操作简单，无需固定

场所及医疗器材，可行性较好，利于全面推广。 

3.2. 芳香疗法 

芳香疗法(Aromatherapy)意指把气味芳香的药物制作为不同的剂型，经口服、外用从而让芳香的物质

进入身体里，起到生理和心理的作用，达到防治或缓解疾病的一种方法 [23]。芳香疗法不仅对负性情绪具

有很好的改善效果，还可达到镇静、减轻疼痛、提高认知的效果，从而改善睡眠质量 [24]。同时，芳香疗

法对心脏的益处也颇多，如可以降低血压、让患者保持安静、镇痛、抗痉挛等 [25]。 

3.3. 穴位按摩 

中医穴位按摩是基于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按摩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促进气血流通，调节内脏功

能，缓解疼痛，达到舒筋活络、开窍醒脑、心神安宁的功效 [26]。冠心病患者主要针对 4 个穴位，包括内

关、膻中、心俞和至阳，对以上这 4 个穴位进行按摩，提前让患者知晓按摩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告知患者放松身体和心理，对以上的穴位实施交替按摩 1~2 次，详细操作如下：用示指指峰或拇指指腹，

放于以上 4 个穴位，先揉后按，两者进行结合，以按为主，每个穴位按揉 2 min，此过程中注意询问患者

的感受以及有无不适，来调整手法强度，以患者感到酸胀程度即可，以此来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等情

绪 [27]。研究显示 [27]，将 92 例 CHD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进行穴位按摩配合康复干预后，患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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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舒适度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表明穴位按摩配合康复干预可以为患者减轻痛苦，让生命质

量得以提高。一项研究表明 [28]，选择特定时间对内关、足三里等穴位进行按摩，对于气虚血瘀型 CHD
稳定性心绞痛合并焦虑的病人，可以改善他们的焦虑症状和生存质量。此外，还有研究表明 [29]，冠心病

PCI 术后焦虑抑郁病人在穴位按摩联合引导想象进行干预后，病人的焦虑抑郁程度显著减轻。 

3.4. 耳穴压豆 

耳穴压豆是基于中医理论的保健和治疗方法，通过在耳郭上的特定穴位粘贴小粒药豆(如王不留行

籽)，并施加适当的压力和频率来刺激，以产生酸、胀、麻、痛的感觉，从而达到调理脏腑、运行气血、

平衡阴阳的作用 [30]。冠心病患者可选耳部交感、神门、皮质下、心等耳穴进行贴压 [31]。研究表明 [32]，
对 CHD 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实施耳穴压豆联合穴位贴敷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焦虑、抑郁的疗效

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且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评分上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张惠霞等 [33]
在中药穴位贴敷联合耳穴压豆对 CHD 患者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中，结果显示，观察组汉密顿焦虑

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每个维度评分较对照组低(P < 0.05)，表明 CHD 患者的负面情绪在中药穴位贴敷联合耳穴压豆的研

究中有显著效果，并且能提高睡眠质量，缓解症状。有研究显示 [34]，耳穴贴压联合五音疗法可有效地缓

解冠心病介入患者围手术期的负性情绪，减少术前紧张及手术后的相关并发症，有效提高患者的预后，

减少患者的在院时间，从而增加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3.5. 八段锦 

八段锦起源于北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养生运动中行气导引养生功的代表，因其有八节运动而命名为

八段锦，清末《新出保身图说·八段锦》中将八段锦功法特点总结为 8 句话，即“两手托天理三焦，左

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攒拳怒目增气

力，背后七颠百病消”，表明八段锦是一项暗合阴阳五行与气血经络学说的养生运动 [35]。一项研究表

明 [36]，八段锦联合常规康复治疗能有效降低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 HAMD、HAMA 评分，增加生活质

量量表评分。因 CHD 患者心肺功能的下降，在刚开始运动时想要选择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方式很困难，

故在此项研究中去除了中老年冠心病 PCI 后患者难以完成的动作，将难度降低，融入有益于心肺功能的

动作，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和睡眠质量，还能为运动方式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37]。Meta 分析结

果显示 [38]，八段锦可有效提高冠心病病人 SAQ 心绞痛发作频率评分，降低 SAS、SDS 评分，对 CHD
心绞痛症状、焦虑以及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3.6. 太极拳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养生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肢体活动类项目，在练习过程中更注重身体与心灵、

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其练习要点包括：1) 身体集中，加强姿势和运动控制；2) 呼吸集中，协调呼吸和运

动；3) 精神集中，练习中配合冥想元素 [35]。有研究显示 [39]，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在太极拳联合有氧

踏车的研究中，心肺功能，抑郁、焦虑的负性情绪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一项研究表明 [40]，
CHD 合并焦虑、抑郁的病人在实施 3 个月的太极拳或八段锦运动锻炼后，太极拳组、八段锦组、太极拳 
+ 八段锦等三组病人的 SAS、SDS 评分都下降显著。并且，太极拳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强调“心静体松”，

使身体放松、心理平静下来，能有效地改善人的精神和心理素质。有研究结果显示 [41]，CHD 患者在 PCI
术后合并的焦虑抑郁症状改善效果显著。 

3.7. 正念减压法 

正念减压疗法是一种以正念为核心的心理疗法 [42]。有研究表明 [43]，在冠心病 PCI 术后病人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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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可降低病人焦虑、抑郁风险，改善病人压力，提高病人正念水平。在李樱等人 [44]的研究中

探讨了正念减压疗法对冠心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睡眠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念减压疗法能够有效减

轻患者的疼痛感，使注意力更专注，改善负性情绪。研究显示 [45]，正念减压法在抑郁症患者中有显著效

果，负性情绪明显降低，自我效能感提升。此方法是采取由浅入深的形式 [46]，现在普遍用于情绪障碍、

慢性病、癌症患者的护理。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在防治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方面显示出显著的效果。本文经阅读相关

文献总结了以上中医护理技术在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中的应用，梳理出这些技术(六字诀、芳香疗法、穴

位按摩、耳穴压豆、八段锦、太极拳以及正念减压法)不仅仅关注患者的生理症状，更重视心理和情志方

面的干预，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六字诀法通俗易懂，操作简单，且成本低廉，可以广泛推广于

各类慢性疾病的应用，疗效显著。芳香疗法可通过吸入、按摩、沐浴等多种途径进入体内，从而发挥疗

效，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可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治疗，以此达到更好的效果。穴位按摩、耳穴压豆两种治

疗方法均是根据患者的情况选取相对应的穴位进行治疗，穴位按摩则是在身体上(如上臂、下肢、背部、

胸前)选择具体穴位进行按摩，采用相应的手法，以达到治疗效果；而耳穴压豆则是在耳朵上根据患者情

况分析取穴。耳部作为人体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穴位对应人体相应的部位，因此，贴压不同穴位进行

刺激，可以调节脏腑的功能。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将穴位按摩、耳穴压豆用于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中，

显示效果明显。太极拳、八段锦两项运动虽在我们的身边广为传播，有很多中老年人当作养身锻炼来日

常练习，但由于练习的标准各有差别、且经过医疗专业人员指导的人少之又少，以及运动处方没有完善

等因素影响了太极拳和八段锦两项运动在临床慢性病中更好的开展。望未来这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能更

进一步提升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亟需更多的探究来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具体

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在现代化医疗体系中更好地整合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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