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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心脑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李 红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017000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在心脑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本院心脑血管内科患者80例，

随机分为两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均有明显改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观察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及生存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明显提高心脑血管内科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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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分为心血管疾病与脑血管疾病，发病率

高，并且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患者一般年龄较大，一些患

者在治疗中出现行动不便等后遗症，对生活质量影响非常

严重，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善，需要增加适宜的护理措

施，通过规范化的护理流程为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优质

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措施，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

理念，充分分析患者的护理需求，为患者提供舒适护理、

心理护理等各项措施，结合患者的症状表现、心理状态提

供规范化的护理，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更加适宜的护

理措施，通过优质化的护理服务，提升患者对于护理过程

的认可，对护理措施进行规范，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本

文分析主要通过优质护理服务在心脑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

用效果方面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

1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心内科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8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住院号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

对照组患者共40例，其中男性22例，女性18例；年龄

48～65岁，平均（61±3）岁；心肌梗死14例，心律失

常11例，心律不齐9例，其他心内科疾病6例；文化程

度：高中及以上14例，高中以下26例。研究组患者共40

例，其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47～68岁，平均

（62±3）岁；心肌梗死13例，心律失常11例，心律不

齐8例，其他心内科疾病8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13

例，高中及以下27例。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组间均衡可比[2]。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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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了医学伦理会的审核

与批准。排除标准：①伴发其他严重脏器疾病或恶性肿

瘤；②精神障碍或不具备正常沟通能力；③不能正确理

解护理宣教内容[2]。

方法

⑴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⑵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给予优质护理：①完善成立优质护理服务领导小组，

护士长任组长，业务骨干及责任护士为成员，专门负

责患者的优质护理工作；②完善专业优质护理培训：优

质护理服务领导小组进行专业培训；③专业优质护理：

a.做好优质住院环境，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要认真介

绍病房环境、医院布局，特别是需要做检查的科室位

置、食堂、卫生间等，介绍主治医师、主管护师，患者

出院后要立即进行消毒并及时通风，调整病房内湿度与

温度，确保患者入院后病房室内温度适宜，空气新鲜，

要求患者及病房内人员做到走路轻、说话轻、开关门

轻、操作轻等[3]。b.健康教育：入院后，给患者发放健康

教育手册，指导其进行学习。然后，根据所有患者的实

际病情、可接受程度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如：

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时的症状、应急处理方式及如何配合

治疗、积极康复等。对于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大或理

解力较差的患者，耐心进行相关知识讲解，以热情的态

度进行沟通，必要时辅助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媒体资

料，帮助患者直观了解疾病，并建立积极心态。c.优化

心理护理：由于心脑血管疾病起病急、预后欠佳，患者

会出现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影响治疗和护理效

果，因此，护理人员要积极与患者沟通，掌握患者不良

情绪原因，积极给予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也可以通过放松疗法、音乐疗法等缓解患者的

紧张情绪。d.饮食干预，了解患者目前饮食情况，根据患

者饮食习惯与偏好，摒弃不健康食物或饮食习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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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饮食结构。年龄较大的男性患者一般具有较长的吸

烟史，应对其科普吸烟危害，鼓励其进行戒烟。在此基

础上，鼓励患者进行适量运动以促进身心健康[4] 。e出院

管理：出院前要对患者疾病知识了解程度进行评估，并

予以针对性的指导，提升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

此外，要对患者饮食、运动等内容进行指导。为患者发

放宣传手册或将患者纳入微信管理平台，按时为患者推

送相关内容，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叮嘱患者按时来

院复诊，一旦发生异常要立刻来院复诊。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②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后

焦虑与抑郁评分。

统计学处理：

采用 ．0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内比较行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行χ2检验。以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见表1。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n (%)]

组别 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5 4 1 39(97.5)

对照组 40 21 9 1 30(75.0)

干预前后 、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见表

表1 2 组患者干预前后 SAS SDS及预后 ADL 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0 49±4 48±4 48±4 45±4

研究组 40 50±4 42±4 48±4 40±4

3 谈论

心脑血管疾病是临床上常见疾病，老年群体发病率

较高。随着社会步入老年化，心脑血管患者人数不断增

多。该病具有较大危险性，严重影响患者生理、心理状

态，使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随着现代护理理念发展和完

善，优质护理服务被提出并被广泛应用到心脑血管内科

护理中，其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优质住院环境，而且

还能在满足患者身心合理需求的基础上，给予患者适量

运动、健康宣教和心理护理，进而提升治疗、护理效果

及患者生活质量 。

优质护理加强对患者自身疾病的引导，将知识进行

普及，配合适宜的饮食干预，降低不健康饮食对身体的

影响，对药物使用情况进行综合干预，合理使用药物，

并对药物使用后的不良反应进行控制，综合全面的掌握

疾病的各项治疗质量，提升药物的使用效果，综合护理

措施的使用，可全面提升护理质量，并且对护理人员进

行技能培训，规范护理流程，全面提升护理质量[6-7]。综

上所述，优质护理服务各项措施在心脑血管内科中进行

使用，可综合提升患者的整体满意率，生活质量的改善

效果也较为理想，对于护理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规范性也

进行引导，提升护理整体质量[8]。

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护理整体质量不断

提升，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优质护理服务逐步在各大

医院推广和应用，且应用效果良好。据调查，优质护

理服务对患者及护士均有一定益处，在提高护士工作积

极性及护理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优质护理服务主要

是指通过组建优质护理服务小组，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

理念，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为患者提供更加细化、针对性

较强的护理服务。优质护理管理在临床中不仅具有管理

范围广泛、管理灵活度高的优点，其管理规范度更高，

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化，护理质量更高。在其他研究中发

现，开展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提

升患者治疗依从性，患者治疗后情绪也得到了明显的缓

解，大大提升了患者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将优质护理模式应用于心内科患者，能够

显著改善心内科患者的焦虑与抑郁心理，提高患者护理满

意度，获得患者的良好反馈，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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