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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徐桂兰*
北大荒集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黑龙江� 154002

摘� 要：目的：探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采用优质护理模式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年�月至����年�月某省

医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双盲法分组标准分成常规组和试验组，每组各��例。常规组予常

规护理，试验组予优质护理模式。比较两组焦虑自评量表（6�6）评分、抑郁自评量表（6�6）评分。结果：统计两

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试验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症状

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G和（����±����）G，短于对照组患者的（����±����）G和（�����±����）

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心内科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可有效

降低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改善其负面心理，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及满意度，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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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从本质上分析，优质的临床护理工作可以说是保障患者健康安全的必要前提。因此，现阶段如何有效规避风险、

实现优质护理，已然成为一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以下则是笔者就此的分析与论述。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年�月至����年�月于我院心血管内科治疗的��例患者。

���入组标准

患者病情均确诊，符合《心血管疾病诊疗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准；患者临床资料完整且认知功能正常；心功能

分级ⅡaⅢ级者；研究与医院伦理要求相符；患者知悉本研究，且自愿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

伴有精神疾病者；意识障碍者；伴有其他系统或器官严重功能障碍者；语言、听力功能障碍者。

���分组标准

根据双盲法分组标准将患者均分成两组。

（�）常规组

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疾病类型：��例高血压，��例冠心病，�例慢性心力

衰竭和�例心肌梗死；心功能分级：Ⅱ级��例，Ⅲ级��例。

（�）试验组

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疾病类型：��例高血压，��例冠心病，��例慢性心力

衰竭和�例心肌梗死；心功能分级：Ⅱ级��例，Ⅲ级��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二）护理方法

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应用优质护理模式，内容包括心理干预、生理护理、环境调节、体征监测、药

物指导，具体措施见下。

���心理干预

护理人员于患者入院时主动与其交谈以掌握患者心理状态与承受能力，相应调整心理干预内容。针对焦虑者，可

为其耐心讲解心血管疾病的病理、治疗方法，及时答疑，解除患者警戒；针对抑郁者，可向患者家属、亲友、朋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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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共同予以支持与鼓励；针对担忧者，可分享病情控制良好病例，提高患者治疗信心。

���保证巡视强度及质量

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针对采取心内科手术治疗后的患者需叮嘱其卧床休息，维持血压平稳，防止血压过高而导

致的吻合口出血等情况，在使用血管扩张剂时，务必多多留意，避免外渗等情况的出现，在停药时逐渐减量，以防止

高血压反跳>��。

���强化用药安全管理

要想有效降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则必须要确保用药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在展开护理工作时，一方面应当结合说

明使用药物、操作设备，并根据患者的临床病情确定最为适宜的使用方式，使用之后则有效保存药物，并及时对设备

进行消毒处理，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应当了解患者是否对某一药物过敏、排斥，若是有不良反

应，则做好工作记录，加强药物使用管理，确保无误后再使用适宜的药物。

（三）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包括药物外渗、跌倒、用药错误以及脱管等事件。

���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负面情绪，采用抑郁自评量表（6�6）与焦虑自评量表（6�6）对两组患者的负面情

绪进行评定与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评分，采用自制的依从性评分制度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进行

评估，同时向患者发放护理满意度问卷，以手机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以上均以���分为满分。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636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用�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用��检验。以����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统计两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详情见（表�）。

结果显示试验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G和（����±����）G，短于对照组

患者的（����±����）G和（�����±����）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低于对照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两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症状消失时间（�， ） 住院时间（�， ） 并发症发生率>例（%）� 护理满意度>例（%）�

对照组 �� ����±���� �����±���� �（�����） ��（�����）

试验组 �� ����±���� ����±���� �（����） ��（�����）

四、讨论

心血管疾病主要包含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高血压、心绞痛、心肌炎等疾病，患者在患上心血管疾病以后，不仅

日常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病情严重时患者还会出现死亡的现象>��。其中心血管内科是诊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

科室，该科室收治患者病情特殊，临床护理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常容易发生诸多问题，如护理工作效率低、患者负

性情绪严重、护患关系紧张等，严重影响疾病治疗效果。

掌握与患者的沟通技巧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取决于与患者的沟通是否顺畅。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医务人员应

该注意他们的行为，尽可能表达准确，平静和稳定的沟通技巧的使用，真诚和友好地与病人交谈，注意病人的情绪起

伏，避免病人产生消极情绪。患者希望从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更多关于自己病情的信息，并渴望从医务人员那里得到安

慰，肿瘤患者对护患沟通的需求更加明显。心理健康护理服务实现的最重要的先决要素条件之一是能够赢得入院病人

的高度信任，热情积极欢迎接待在这里入院的就诊病人和病人家属，亲自到场护送入院病人和他们的病人家属，作为

表示，医务人员尤其应该用他们自己的心理语言、表情、动作和他的专业护理技术水平，积极与入院患者进行沟通，

建立和谐的护患合作关系。主动电话通知该名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自我介绍，详细讲解病情及病房环境系统的相关知

识，多沟通，多关心患者的感受，多交朋友，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优质护理下，护理人员的健康宣教能够帮助患者对疾病树立正确认识，很多老年患者因为对预后缺乏自信而导致

依从性下降，我院通过健康宣教方法能够转变患者的错误看法，并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充满信心>��。

优质护理模式紧紧把握临床护理的前沿，认识到患者参与在改善预后中的重要意义，例如我院采用健康宣教的方法，使

患者了解心血管疾病的自我管理方案，进而能够从饮食、用药、锻炼等方面入手，主动配合临床干预工作，提高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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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从性，因此具有满意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更强。在临床上，自我管理是改善预后的关键，对于患者的依从性

以及情绪状态有着直接影响，我院在优质护理中，通过心理放松疗法、社会心理支持、运动心理干预等，能够有效使

患者生理心情状态得到放松、临床心理症状也能得到明显改善，因此能使患者的日常生活护理质量更高。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部分心血管疾病内科住院患者家庭施以优质住院护理服务模式不仅能有效减轻焦虑抑郁症的情绪，

优质住院护理在有效改善部分心血管疾病内科住院患者的自负性抑郁情绪和术后治疗上的依从性中发挥着积极性的作

用，而若是以一种加强医疗风险管理的住院护理服务方式治疗为主，则不仅能够大大提升住院护理服务质量，为患者

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住院护理环境，使他们始终以积极的心情主动配合住院护理师的工作，进而降低住院护理风险事

故可能发生的概率，从而维持疾病患者高质量健康生活，在临床上是极具推行与应用意义的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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