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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心内科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丰庆玲*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清水镇中心卫生院��山东�聊城��252521

摘�要：目的：研究心理护理对心内科治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筛选出我院心内科于����年�月～����

年��月期间接收的行治疗患者���例，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 ����例）和实验组（�� ����例），其中对照组选择常

规护理方案，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及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结果：通过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的生理状态、身体疼痛、健康状态、精力体力、情感意识、社会功能等方面

的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价值（��������）；且实验组的临床护理满意度（�����%）远远高于对照组

（�����%），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价值（��������）。结论：心理护理干预方案对心内科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发

挥着积极作用，且能够提高患者的临床配合度，增强临床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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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内科是医院重要的科室，收治患者疾病类型较多，如：心绞痛、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及心肌梗死等。

患者发病早期临床症状缺乏典型性，且多数患者需要住院治疗，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远期预后较差。心内科疾

病有重复与复杂的双重特征。其常见、多发病主要有心绞痛、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

病患者病情较重，护理后�周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因此，医患双方对医疗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部分

患者由于对疾病缺乏认识与了解，再加上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导致患者心理应激反应强烈。心理护理是临床上

常用的护理干预方法，护士根据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方法，以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但是，心理

护理对心内科患者心理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心内科住院患者为对象，探讨心理护理在心内科

住院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常规材料

筛选出我院心内科于����年�月～����年��月期间接收心内科住院患者���例，将其随机分成对照组（�� ����例）

和实验组（�� ����例）。其中，对照组的男女之比是�∶��；年龄范围是��～��岁，平均年龄是����岁；实验组的男女

之比是��∶��；年龄范围是��～��岁，平均年龄是����岁。对比两组的以上资料发现差异不明显（��������），存在对

比性。以上所有研究对象都在实验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方法

�������对照组�

患者接受常规护理，主要内容根据临床规定实施，包括：（�）健康教育：与患者及时沟通交流，为其详细讲解

疾病治疗知识，告知患者自身病情与临床治疗机理，使患者对自身病情的预后有着进一步的了解>��，提高其治疗积极

性与配合度；（�）用药指导：为患者介绍治疗所用药物的机理，叮嘱患者务必遵医嘱用药，包括治疗时间、效果与

注意事项，让患者对药物常见不良反应有所了解，并教会其相应的处理措施，保证患者能够按时用药、配合治疗>��；

（�）饮食规划：对患者的身体状态做全面评价，依据所获结果为患者制定饮食规划，叮嘱患者务必饮食均衡、营养

丰富、少食多餐、低盐低脂等，保证患者身体状态良好。

*通讯作者：丰庆玲，�������，汉，女，山东冠县，冠县清水镇中心卫生院，主管护师，中级护师，本科，研究

方向：心理护理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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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心理护理：（�）心理指导：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后患者沟通交流，告知患者负

性情绪对其病情治疗与控制的影响，引导患者自主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保证其以良好的心理状态面对病情与临床护

理>��。（�）音乐护理：通常选择舒适、清新的乐曲，指导患者以卧位、半卧位休息，保持全身放松状，播放音乐时轻

轻闭上双眼，护士在此期间以适当的语言疏导患者内心的负性情绪，语言内容也要跟治疗目的、背景互相符合，通常

每次治疗��PLQ即可>��。（�）家庭护理：护理过程中需以患者的整个家庭系统作为对象，应先改善患者家人的心理状

态，使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影响作用，减少或者避免其出现不良情绪与心理波动。及时叮嘱患者家属，避免

将负性情绪表达出来影响患者、避免家庭中出现应激源，彻底抑制患者的负性心理出现。

�����指标观察

对比两组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通过自制的健康调查量表对其进行评分，具体来说，包括生理状态、身体疼

痛、健康状态、精力体力、情感意识、社会功能等六大项目，分值愈大说明患者生活质量愈佳。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通过自制调查问卷进行了解和统计，确保在患者意识清晰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有三种，即：非常满

意、满意和不满意。

�����数据分析

相关研究数据通过6366����统计软件展开研究，其中计量指标用（ ）进行阐释，并给予�检验；计数指标

用（%）进行阐释，并给予χ�检验。若��������，则说明存在明显差异，此研究存在统计学价值。

2��结果

�����对比两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后，实验组的生理状态、身体疼痛、健康状态、精力体力、情感意识、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评分优于对照组，

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价值（��������），具体如表�介绍。

表1��对比两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

组别 � 生理状态 身体疼痛 健康状态 精力体力 情感意识 社会功能

实验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临床护理满意度（�����%）远远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价值（��������），具体

如表�介绍。

表2��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3��讨论

心脏病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恐惧和绝望等心理问题。护理人员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必要时请心理学家

共同制定治疗方案。通过及时沟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可有效减轻不良情绪对疾病产生的危害，最大限度改善患

者的病情。在护理工作的实际实施中，护理人员应掌握与心脏病有关的知识，学会如何分析患者的心理表现，并在此

基础上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以更好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保障治疗效果。心理护理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包括

应用心理学和技术）对护士进行心理治疗，积极影响患者的心理活动，达到护理目的。

一般来说，在进入患者的角色后，由于疾病的折磨，医院医疗环境的陌生以及新的人际关系的出现，健康的人经

常会有一系列独特的心理活动。心理护理的任务是采取一系列良好的心理护理措施，以影响患者的感受和理解，改变

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帮助患者适应患者的心理活动和反应特征>��。心理护理以患者为中心，主要目的是为患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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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科学、有效的护理服务，让患者心理、生理均得到明显的改善。同时，心理护理能让患者生理、心理均得到较好的

感受，让患者住院期间保持良好心态。心内科患者由于疾病等多种方面的刺激作用导致其处于较强烈的应激反应中，

尤其是对疾病、护理方法等缺乏相关认知，会导致患者的心率、血压较大程度地升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

制，会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有必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并通过生命体征水平、

是否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等来评价患者的状态，确保患者的健康。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用于心内科住院患者中能减轻患者焦虑、抑郁心理，可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能获

得较高的护理满意度，有效改善患者的应激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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