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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模式的效果探讨

张东晓

（费县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　２７３４００）
【摘要】目的：分析对冠心病患者采取优质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开始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结束，随机选

取此时间段内我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７６例做为研究对象，按照抽签的办法将其平均分成常规组（ｎ＝３８，采常规护理模式）和研究组（ｎ
＝３８，采取优质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况、６ｍｉｎ步行实验、左室射血分数、血压和对护理的满意度。结
果：（１）研究组患者经优质护理后其焦虑和抑郁情绪（ＳＡＳ／ＳＤＳ）评分结果均明显比常规组要低。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２）研究组患
者经优质护理后其收缩压、舒张压、６ｍｉｎ步行实验、左室射血分数检测结果均明显优于常规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３）研究组患
者经优质护理后其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４）研究组患者经优质护理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常规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优质护理应用于冠心病患者的护理中可以有效改善其心功能，控
制其血压水平，改善其负面情绪，患者满意度好，临床上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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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中老年群体中较为高发的疾病，是由于其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导致的心肌缺血、缺氧［１］。由于近几十年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其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均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导致了此病的发生有向年轻化的发展趋

势［２］。由于此病病程较长，给患者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较大，因此

在对症治疗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促进其身心健康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将７６例冠心病患者纳入研究并进行分
组比较，目的即在于分析优质护理对此类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计纳入冠心病患者７６例做为研究对象，纳入时间
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开－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按照抽签的办法将此７６例患
者平均分成两组，分别命名为常规组和研究组，每组３８例。常规
组患者年龄最低的４６岁，年龄最长的７２岁，平均年龄（５９．６３±５．
２９）岁，其中男性患者１９例，女性患者１９例，病程最短的３年，最
长的９年，平均病程为（６．１１±２．２５）年。研究组患者年龄最低的
４６岁，年龄最长的７３岁，平均年龄（６０．１２±５．４１）岁，其中男性患
者２１例，女性患者１７例，病程最短的３年，最长的１０年，平均病
程为（６．３４±２．１６）年。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录
入软件后进行分析可知其结果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
义。纳入标准：患者本人以及家属对本次研究内容均已知晓并同

意，签署确认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患有精神类疾病或是意识障
碍无法正常交流者。（２）合并患有严重的脏器功能损伤者。（３）
合并患有恶性肿瘤者。

１．２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接受对症治疗，对常规组患者采取常规

护理模式，即监测其生命体征、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和健康宣教，叮

嘱患者日常需要注意事项等。对研究组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模式，

具体内容如下：（１）组建优质护理小组，由我院资深的医师以及护
理人员组成，由医师向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疾病知识培训，并由具有

丰富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对其进行加强培训以提高小组成员的护

理技术，明确小组成员护理任务，落实责任人［３］。（２）为患者提供
良好的住院环境，保持病房内温、湿度适宜并且通风良好，按时对

病房内进行消毒［４］。（３）对患者进行健康宣讲，让患者了解导致
此病发生的内、外因素，并且由康复效果良好的患者进行分享，以

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４）此类患者在发病时心脏极其不适，因
此患者恐惧心理较重，心理压力也较大，因此负面情绪较重，因此

需要针对患者的负面情绪进行干预，向其详细讲解治疗方案以提

高患者的信心，同时对患者倾述的苦闷进行仔细聆听并耐心安抚。

平时可多与患者交流，促进医、护、患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５］。

（５）向患者讲解用药方法以及注意事项。（６）监督患者养成良好
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保障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告知其良好的睡

眠对改善冠心病的重要意义，对于失眠患者可指导其进行深呼吸，

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以促进睡眠。如有必要可为其提高助眠药

物［６］。（７）针对患者的身体情况为其制定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方
案，饮食方案以少食多餐、清淡、易消化、营养全面为主；运动方案

以散步、太极、八段锦等较为舒缓的运动为主，每次运动时间不

超１５ｍｉｎ。
１．３观察指标
１．３．１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况。采取改
良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ＡＳ、ＳＤＳ）进行评估，这两项量表均包括
正向问题以及负向问题，满分为１００分，得分越高提示其焦虑和抑
郁情绪越重［７］。

１．３．２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６ｍｉｎ步行实验以及左室射血
分数变化情况。

１．３．３比较两组患者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本次研究主要记录
心率失常、心肌梗死以及心绞痛发作次数增加的发生情况。

１．３．４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采取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
调查量表对满意度进行调查，此量表满分为１００分，９０－１００分代
表十分满意，７０－８９分代表满意，６０－６９分代表一般满意，低于６０
分时代表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十分满意例数 ＋满意例数 ＋一
般满意例数）／３８×１００％。
１．４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资料描述：计数资料为
（ｎ％），计量资料为（ｘ±ｓ）；差异检验：计数资料为χ２，计量资料为
ｔ；利用双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其相关性，统计学意义判定标
准：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况。

如表１所示，研究组患者经优质护理干预后其 ＳＡＳ评分以及
ＳＤＳ评分结果均明显比常规组要低。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变化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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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分组 ｎ
ＳＡＳ

护理前 护理后

ＳＤＳ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３８
５８．７６
±４．３５

４６．５５
±３．４９

５９．４２
±３．５８

４７．８３
±４．２１

研究组 ３８
５８．８９
±４．４３

３７．４３
±３．２７

６０．１１
±３．７９

３８．５２
±３．４５

ｔ ０．１２９ １１．７５５ ０．８１５ １０．５４３
Ｐ ０．８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０

２．２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６ｍｉｎ步行实验以及左室射血分

数变化情况。

如表２所示，研究组患者经优质护理干预后其血压、６ｍｉｎ步

行实验以及左室射血分数结果均明显优于常规组。Ｐ＜０．０５，有统

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６ｍｉｎ步行实验以及左室射血分数变化情况

分组 ｎ
收缩压（ｍｍＨｇ）

护理前 护理后

舒张压（ｍｍＨｇ）
护理前 护理后

６ｍｉｎ步行实验（ｍ）
护理前 护理后

左室射血分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３８ １４３．２８±２．１２１３１．０６±２．４３ ９４．３３±３．８４ ８７．６２±３．３７１２１．７５±１３．８５２０３．２４±１５．５４４０．５１±３．６９ ４４．７３±３．２６
研究组 ３８ １４３．３５±２．３９１２５．３９±２．５４ ９４．８５±３．６５ ８０．９３±３．２６１２１．０６±１３．３３２５９．８５±１２．６３４０．４４±３．５８ ４９．８１±２．７９
ｔ ０．１３５ ９．９４３ ０．６０５ ８．７９５ ０．２２１ １７．４２６ ０．０８３ ７．２９８
Ｐ ０．８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３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常规组患者发生心律失常３例，心肌梗死１例，心绞痛发作次

数增加３例，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为１８．４２％（７／３８），研究组患者
发生心率失常１例，心肌梗死０例，心绞痛发作次数增加０例，心
脏不良事件发生率为２．６３％（１／３８）。可见研究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Ｐ＝０．０２４＜０．０５，χ２＝５．０２９），有统计学
意义。

２．４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常规组患者对护理十分满意 １２例，满意 １１例，一般满意 ７

例，不满意８例，护理满意度为７８．９５％（３０／３８），研究组患者对护
理十分满意１６例，满意１３例，一般满意８例，不满意１例，护理满
意度为９７．３７％（３７／３８）。可见研究组对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
规组。（Ｐ＝０．０１２＜０．０５，χ２＝６．１７５），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要慢性病之一，此病仅

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是引起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心力

衰竭等恶性疾病的主要诱因［８］。患者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明显

的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等，导致此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心脏

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使其血管狭窄、失去弹性，进而引起

心肌供血供氧不足所致［９］。此病的病程较长，患者需要长期用药

治疗，给患者也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患者心理负担也较重，因

此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十分有

必要［１０］。

本次研究中对研究组患者采取了优质护理的模式，从研究结

果能够见到，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以及血压、心功能均得到了一定

的改善，但是研究组患者的改善情况匀明显优于常规组，而且研究

组患者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常规组、对护理的满意

度也明显高于常规组，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这是由于，优质护
理首先组建的优质护理小组，其目的更为明确，而且通过临床医师

以及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工作人员对小组成员进行加强培训后其

护理技巧得到了提升。其次，此类患者的情绪对其病情影响较大，

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一方面能够让患者以乐观、积极的心

态面对治疗，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

平和的心态也有利于血压稳定，减少其由于血压波动给心脏造成

的不适。第三，通过为患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以及睡眠干预能

够增加患者的舒适度，降低患者对陌生环境的不适感，而良好的休

息是促进其快速康复的首要条件。第四，通过健康宣教以及病友

之间分享经验能够让患者提高对此病的认知度的同时，建立与疾

病斗争的信心。最后，科学的饮食以及适量运动能够提高患者的

身体机能，而且还能够降脂、降压，促进其快速康复

综上可见，冠心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此病进一步发展

时还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对其生命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长期的治

疗也给患者的心理和经济上造成了较重的负担，通过优质护理能

够使患者重新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以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最终

实现提高患者心功能、降低其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目的，患者满

意度好，有利于促进护患关系，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

推广。

参考文献

［１］　梁飞霞，许丽，林秋劭，等．优质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
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Ｊ］．吉林医学，２０１９，４０（１０）：２４００
－２４０２．

［２］　谌小珍．优质护理运用在冠心病护理中的效果［Ｊ］．中国卫
生标准管理，２０２０，１１（２）：１４１－１４３．

［３］　李秀洁．探讨优质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Ｊ］．安
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１７（５）：８３－８４．

［４］　尚丽．优质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探析［Ｊ］．
饮食保健，２０１９，６（２１）：１４８－１４９．

［５］　潘铭利．优质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实施效果探析［Ｊ］．中
国保健营养，２０２０，３０（３６）：１８１．

［６］　蒋洁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Ｊ］．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２０１９，４（２４）：５７－５７．

［７］　张亚红．优质护理模式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Ｊ］．饮
食保健，２０２０，７（２）：１７４－１７５．

［８］　于珠珠，邱朝辉，袁淑清．优质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
及效果［Ｊ］．医学食疗与健康，２０１９（１５）：１３８．

［９］　刘丹，王蓉，凌丹．优质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
讨［Ｊ］．特别健康，２０２０，（８）：２０９．

［１０］　朱晓雅，许艳华，郭春芳，等．冠心病护理中优质护理的应
用效果分析［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８，１２（１９）：１４１
－１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