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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念认知疗法对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3
年1月20日~2023年12月20日我院收治的80名确诊的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冠心病常规治疗 + 健康宣教，实验组在对照

组的治疗基础上 + 正念认知疗法进行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水平、生活质量、

心功能指标情况。结果：干预后，实验组焦虑抑郁得分低于对照组(P < 0.05)，生活质量得分高于对照组

(P < 0.05)，心功能指标的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肌钙蛋白、B型钠尿肽

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正念认知疗法能够有效的改善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

其生活质量，有效促进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心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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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research explored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on an-
xiety, depression, heart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 
Eight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d-
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 2023 to December 20,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
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The an-
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quality of life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quality of 
life score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level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creatine 
kinase,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myoglobin, troponin and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hear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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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HD)，简称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

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导致血管腔狭窄或阻塞，从而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一类心脏

病的总称(刘永东，高亢，2016)，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器官病变的最常见类型(王娜，高燕，2018)。《中

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19》和《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中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现有 3.3 亿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其中冠心病患者达到 1139 万，《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现有

冠心病患者 1100 万，因冠心病死亡的患者超过 70 万(Han et al., 2015)，冠心病作为目前全球死亡率最高的

疾病，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闫秀莲，2017；Dalen et al., 2014)。目前普遍认为冠心病是心身疾病的一种

(武晓玲，2011)，本病作为一种由生理及心理双重因素作用的心身疾病，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发生、发

展、转归起着重要作用(方建群等，2008)。焦虑是人们心理失常的最主要和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一种情

绪心理问题(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03)。WHO在 2017年发布的精神疾病报告中显示，

焦虑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发病率约 30%，远远高于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

(5%~10%)。抑郁是一种显著而持久的，与处境不相称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以情绪低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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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迟钝，意志活动减退为主要表现，严重者可出现自杀等(李靖靖，2015)。冠心病患者中约有 50%患者存

在抑郁情绪，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生活质量是“Quality of life”(QOL)的中文翻译，也叫“生命质量”或

者“生存质量”等。健康状况调查简表(SF-36)由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健康教育研究所开发的简明

健康测量量表(Ware et al., 1993)，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反应度，适用于心绞痛、心肌梗塞和心力衰

竭患者(徐东升等，2019)。冠心病伴焦虑、抑郁的治疗分冠心病的治疗与焦虑、抑郁的治疗。我国著名心

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首次提出“双心治疗”，提倡既要关注患者心脏，也需关注患者心理(胡大一，2006)。
正念认知疗法属于心理疗法的一种，基于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预主要强调患者时刻关注当下，不随意评

判当下，不过多关注自身疾病，引导患者学会正确应对疾病引起的痛苦、压力，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更好地与自身疾病和睦相处(何毅，陶晶晶，2021)。本研究旨在探讨分析正念认知疗法对冠心病患者焦虑

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并将生理指标与心理指标相结合，综合分析基于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

预方法有效性，为该方法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 20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我院收治的 80 名确诊的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为(1)纳入标准：① 符合 WHO 和国际心脏病学会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结合临床表现、病史、心电

图及相关检查确诊的患者；② 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书写能力或语言表达能力；③ 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

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冠心病急性发作期；② 合并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如肝、脑、肾等脏器病变或

伴肿瘤复发和转移、严重感染性疾病等；③ 既往有精神疾病、认知障碍及智力障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52.75 ± 9.31)岁。对照组男 20 例、

女 20 例，年龄(59.53 ± 9.26)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3070)。 

2.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冠心病常规治疗 + 健康宣教，实验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 + 正念认知疗法进行心理

干预，干预方案来自聂晶等翻译的《八周正念之旅》(聂晶，薛建新，2022)，每周一次，每次 60 分钟，

持续 8 周。干预方案如下：第 1 周：超越自动导航：① 讲授：简要介绍冠心病流行病学知识、治疗方法、

预后、正念知识，引导患者认识冠心病、认识正念认知疗法并积极配合治疗。② 练习：从自动导航转变

为有意识、清醒地选择和觉察的生活模式，将觉察带入日常活动，练习正念吃葡萄干，练习身体扫描(闭
眼，从头到脚觉知身体各部位感受)。第 2 周：另一种知晓方式：① 讲授：从直接感知经验到身体扫描。

② 练习：正念静坐、正念冥想。第 3 周：回到当下：① 讲授：正念认知疗法和情绪之间的联系，讲解

负性情绪转移技巧。② 练习：正念伸展、正念呼吸。第 4 周：识别规避反应：① 讲授：从力图逃离、

回避愉快的体验转变为带着兴趣接近，体会规避反应，体会自己内心活动过程(思想、感知觉、情绪等)。
② 练习：正念行走，3 min 呼吸空间。第 5 周：允许一切如期所示：① 讲授：教会患者识别不愉快情绪，

寻找愉快体验。② 练习：呼吸空间、面对困难。第 6 周：想法只是想法：① 讲授：将想法当做不一定

是事实的心理事件，指导患者建立对冠心病的正确认知。② 练习：正念静坐 20 min。第 7 周：将友善化

为行动：① 讲授：怀着慈悲、宽容对待自己，指导患者日常生活中进行正念练习。② 练习：静默。第

8 周：现在怎么做：① 讲授：与患者交流此次正念认知疗法的感受和体验，总结、回顾课程，为自己的

正念生活做好规划。② 练习：3 min 呼吸空间(回应式)。本次研究采用院内干预和院外干预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住院期间在病房休息室开展学习，出院期间除每周一次在学习，课后及时追踪患者的上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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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布置作业，发放相应的视频和音频材料。 

2.3. 观察指标 

① 心功能指标：通过测量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后心肌酶、心肌肌钙蛋白、B 型钠尿肽、超声心动

图结果分析患者心功能等级，了解患者心功能情况。② 焦虑、抑郁程度：通过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

郁自评量表》测评干预前、干预后两组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程度。③ 生活质量：通过美国波士顿新英

格兰医学中心健康教育研究所开发的简明健康测量量表评估两组干预前、干预后的生活质量。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例、百分比表示，采用检验；计量资料以(M ± SD)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协方差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焦虑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前测得分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焦虑、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各因子前测得分上实验组

与对照组均差异不显著(P > 0.05)。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同质性。见表 1、表 2。 
 
Table 1. Differences in pretest scor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各因子前测得分差异 

因子 实验组(M ± SD) 对照组(M ± SD) t P 

焦虑 55.05 ± 7.78 55.25 ± 7.96 −0.114 0.910 

抑郁 53.85 ± 8.07 54.50 ± 8.32 −0.355 0.724 

生理机能 57.13 ± 17.02 59.25 ± 17.38 −0.553 0.582 

生理职能 54.38 ± 24.60 55.63 ± 24.34 −0.228 0.820 

躯体疼痛 53.08 ± 12.52 53.85 ± 11.86 −0.284 0.777 

健康状况 49.63 ± 12.53 49.13 ± 11.09 0.189 0.851 

精力 48.38 ± 9.70 49.63 ± 10.28 −0.559 0.577 

社会职能 76.56 ± 10.66 78.13 ± 10.50 −0.660 0.511 

情感职能 45.84 ± 24.70 45.84 ± 23.52 0.000 1.000 

精神健康 51.10 ± 10.74 50.10 ± 11.84 0.396 0.693 

 
Table 2. Differences in pre-test scores of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心功能各指标前测得分差异 

心功能指标 实验组(M ± SD) 对照组(M ± SD) t P 

乳酸脱氢酶 281.18 ± 44.43 280.48 ± 43.69 0.071 0.944 

肌酸激酶 190.45 ± 42.80 185.48 ± 45.45 0.504 0.616 

肌酸激酶同工酶 42.36 ± 12.35 38.99 ± 9.08 1.391 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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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肌红蛋白 33.43 ± 10.20 33.75 ± 10.92 −0.138 0.891 

肌钙蛋白 92.15 ± 32.73 87.88 ± 32.24 0.587 0.559 

BNP 528.55 ± 44.33 525.55 ± 40.82 0.315 0.754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45.43 ± 4.26 45.20 ± 3.95 0.245 0.807 

左室射血分数 62.28% ± 5.55% 61.45% ± 6.70% 0.600 0.550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焦虑、抑郁程度及生活质量比较 

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在焦虑抑郁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说明通过干预实验组的焦虑抑郁水平较对照组有显著下降。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在生活质量的生理机

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各因子上存在显著差

异(P < 0.05)。说明通过干预实验组在生活质量的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

社会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各因子较对照组有显著提高，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egree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焦虑抑郁程度及生活质量比较 

因子 F P 

焦虑 41.607 0.000 

抑郁 44.017 0.000 

生理机能 296.495 0.000 

生理职能 36.846 0.000 

躯体疼痛 181.010 0.000 

一般健康状况 382.225 0.000 

精力 153.574 0.000 

社会职能 190.467 0.000 

情感职能 5.331 0.024 

精神健康 32.786 0.000 

3.3.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在心功能的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肌酸

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肌钙蛋白、B 型钠尿肽个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说明通过干预实

验组在心功能的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肌钙蛋白、B 型钠尿肽指标上较

对照组有显著提高。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在心功能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射血分数指标上差异不

显著(P > 0.05)。说明说明通过干预实验组心功能指标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射血分数指标上较对照

组无显著提高，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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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mparison of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心功能指标 F P 

乳酸脱氢酶 44.707 0.000 

肌酸激酶 32.914 0.000 

肌酸激酶同工酶 12.038 0.001 

肌红蛋白 5.891 0.018 

肌钙蛋白 594.984 0.000 

B 型钠尿肽 400.238 0.000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2.165 0.145 

左室射血分数 0.178 0.674 

4. 讨论 

4.1. 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焦虑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现状 

冠心病患者由于疾病本身造成的躯体痛苦以及对疾病、预后、经济的担忧等常常伴随着抑郁、焦虑

等不良情绪，且患者生活质量较差，处于中低水平，较健康人群明显降低。Luttik 发现，42%冠心病患者

伴有抑郁症状，26%患者伴有焦虑症(Luttik et al., 2011)。Tully PJ 等发现，20%冠心病患者伴有情绪障碍，

40%患者合并有焦虑和抑郁情绪(Tully & Baumeister, 2014)。部分冠心病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心功能受损，

严重者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关研究显示，有研究表明，67.78%心功能不全患者存在抑郁症状，主

要以轻中度抑郁为主：72.22%心功能不全患者存在焦虑症状；65.56%心功能不全患者合并存在抑郁、焦

虑症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社会对其支持情况等与其焦虑、抑郁

症状的发生密切相关(曹明节等，2012)。目前对于冠心病患者心功能的评估主要有心肌酶、B 型钠尿肽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超声心动图。 

4.2. 正念认知疗法应用现状 

正念认知疗法重视认知治疗，即患者在认识到不合理认知后，要运用合理信念做好替代工作，促进

患者新的认知结构构建，缓解或消除不良情绪；以正念认知疗法为指导的心理干预，可以从心理层面引

导患者以接纳或不评价的态度面对自己的身心状态，通过正念冥想，患者可以更好地感知自己的身心状

态，逐渐接纳疾病本身带来的生理生及心理上的痛苦，了解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然后选择合理的方式

来应对痛苦，进而舒缓负面情绪(张丽娟等，2018；肖旭珏等，2020)。其有效性和便捷性受到西方国家的

重视，在英国被视为治疗和预防抑郁症的典范性心理疗法(徐东升等，2019)。正念认知疗法作为一种心理

疗法，在国外抑郁症的治疗和预防疗效得到广泛研究和证实(王飙，王祖承，2005)，在抑郁症患者的日常

生活中贯彻正念认知疗法可促进消极思维模式改变，帮助其建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促进患者社会功

能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花月红等，2019；符丹萍等，2018)。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念认知疗法对改善冠心病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有效性。 

4.3. 正念认知疗法对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实验组焦虑抑郁得分低于对照组(P < 0.05)，生活质量的生理机能、生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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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 8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在心功能的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肌钙蛋白、B 型钠尿肽指标上低于对照

组(P < 0.05)，说明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预可以改善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以往研究显示，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预可以改善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焦虑忧郁水平、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干预后患者对疾病产生了正确

认知，形成了正确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增加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自身焦虑抑郁情

绪得以缓解；另一方面通过冥想放松训练可增加人体内的 α脑电波和脑啡肽释放，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

进而减少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的分泌水平，降低机体紧张水平，促使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得到缓解(Trappe, 2010)。正念认知疗法帮助患者以感恩的心态面对疾病，患者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促使

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更加关注自身的正能量，有助于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通过干预实验组患者的心

功能较对照组有更好的恢复。本研究同时研究了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预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的患者心

功能改善的效果，通过干预实验组患者的心功能较对照组有更好的恢复。分析原因，可能由于正念认知疗

法通过引导患者关注当下，使患者对生活充满希望，提高了患者用药依从性，使其更好地配合治疗，焦虑

抑郁情绪得以缓解，患者的心理状态逐渐平稳，从而改善了患者的心功能情况。 
综上所述，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有效促进冠心病患者的心功能恢复。该干预方法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更好的应对工作和生活，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对其他疾病患者的心理状态研究提供了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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