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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社区老年人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赵志琼
昆明市石林县鹿阜镇卫生院 云南 昆明 652200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健康教育在社区老年人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20年5月至
2021年9月在心血管内科接受治疗的80例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检查确诊。在
治疗过程中基于不同的护理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40例。参照组患者给予日常用药、病房监督等常规
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参照组基础上加健康教育，结果：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结果显示，研究组患

者护理满意度是97.50%，明显高于参照组的85.00%（P < 0.05）。具体见表1。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结果显示，分
析两组患者护理后门诊随访评分、用药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以及生活方式评分，研究组患者的各项评分都高于参

照组，P < 0.05。见表2。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显示，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为97.5%，参照组为80.0%，研
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 < 0.05)，具体见表3。结论：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实施康教育方式，能够明显提升患者
的依从性，进而增强护理效果与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上防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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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心血管病是老年人患者的常见疾病，护理在

老年人心血管病的产生、发展与原发型中起到愈来愈重

要作用。除此之外，老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

降，行为能力差，思维迟钝，眼睛视力下降，听力损

伤，记忆力减退。因而，必须给与健康教育具体指导。

患者如失去合理治疗，易卒死，对患者的健康与人身安

全影响很大。在该病的临床医学治疗中，务必给与高效

的护理干涉以提升患者的愈后。在其中，健康教育能够

取得令人满意的护理实际效果，推动患者恢复，治疗有

效性和明显改进患者的生活品质。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随机选取2020年5月至2021年9月在心血管

内科接受治疗的80例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
象，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检查确诊。在治疗过程中基于不同

的护理方式将其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每组患者各40例[1]。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采用日常备药、病房护理等基础护理。

研究组患者在参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开展健康教育，

主要包含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心理状态健康教育、科学

饮食和生活实践、日常生活与治疗全过程具体指导。

（1）健康教育知识：为保证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
使患者科学、客观性客观看待自已的疾病，可向患者普

及化心脑血管病疾病的基本知识，提高对于疾病的安全

意识。（2）用药指导：医护人员应让老年人心脑血管病
疾病患者深刻认识到用药治疗的必要性，在治疗中一定要

按医嘱用药，不可以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但对用药时长、

用药频次及其用药使用量等方面进行更改。（3）心理健
康教育：循环系统内科常见病通常治疗时间较长，患者在

漫长的治疗环节中很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心烦、抑郁症等

种种心理情绪，严重影响到病症的功效。因而，护理人

员需要注意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塑造。正确引导患者以创新

性、良好的心态应对治疗；对有消极情绪的患者，护理人

员要积极和他们沟通交流，引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释放出

来消极情绪。为了确保健康教育效果，在健康教育以前必

须对患者开展心理状态健康教育。心血管病患者不论是病

况或是年纪都有一定的独特性。老年人患者心理承受力

差，心血管病一般是一种病情长、病况繁杂的病症。在里

外要素的一同推动下，患者的生活品质也受到了很明显

的危害[2]。患者表现出了焦虑情绪、抑郁症等几种消极情

绪。因而，护理人员应特别注意患者的病况。和他们进行

有效沟通，掌握患者的心态。具体方法是做好心理指导，

采用合理对策，协助患者创建战胜病魔的自信。强化和患

者沟通，使患者紧密配合临床医学治疗和护理。针对出现

异常消极情绪的患者，护理人员能够帮助其掌握问题的本

质，调节她们心理状态。（4）健康饮食教育：积极主动
合理饮食治疗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功效。依据患者个别差异

制订有针对性的饮食方案，吃清淡，多吃些纤维，禁止使

用高脂、胆固醇高[3]，留意吃药期内不能吃辛辣食物和刺

激的食物确保合理膳食。（5）与家人维持相互尊重与理
解之间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医院的环境，协助患者紧密配

合临床工作，用心倾听患者和家人的举报，给与患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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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关怀。（6）日常生活教育:在日常护理过程中，护
理人员为患者给予支持鼓励，共享经典案例治疗的自信；

告知患者有充足的休息日，有利于制订科学合理的睡眠质

量方案，具体指导患者开展适量的运动，防止人体骨骼和

骨关节作用恶变[4]。（7）针对性健康教育：依据患者状
况，给予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使患者对自身的病症有一定

的认知和掌握，使患者意识到了健康教育的效果和必要

性。唯有如此，患者才能感受到临床医学护理与治疗有效

性其价值[5]。针对治疗里出现疑惑的患者，护理人员在护

理中协助患者清除疑惑，并详解实际病症的治疗对策，使

患者在治疗中获取有针对性的康复知识，与此同时把握治

疗基本知识，帮助患者开展临床医学合作，护理人员也能

和成功患者沟通交流。为了能树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护理

人员要采取对应措施获得患者的认可；信赖患者，助其创

建治疗决心和信心。（8）健康运动指导：运动是保持身
心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告知患者加强锻炼，制订科学合

理的健身计划，坚持锻炼。防止长期健身运动，坚持不懈

合理安排时间，依据患者状况有效调节运动强度；提升自

身的耐受力和身体状况[6]。确保运动渐近，保持患者的体

能素质。提示患者产生良好的习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如跑步、广场舞蹈、太极、散散步

等。告知患者适当休息，防止经常熬夜和疲劳过度。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是97.50%，明显

高于参照组的85.00%（P < 0.05）。具体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研究组 40 23 16 1 97.50

参照组 40 16 18 6 85.00

χ2值 － － － － 5. 985
P值 － － － －  < 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结果显示，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后门诊随访评分、用

药评分、健康知识掌握评分以及生活方式评分，研究组

患者的各项评分都高于参照组，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分， ）

组别 例数 门诊随访评分 用药评分 健康知识掌握评分 生活方式评分

研究组 40 93.85±5.23 95.92±2.35 90.95±3.56 94.61±3.25

参照组 40 73.21±5.51 69.52±4.29 65.76±4.45 69.53±4.95
t值 － 5.172 4.762 4.058 5.113

P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2.3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显示，研究组
的护理满意度为97.5%，参照组为80.0%，研究组明显高

于参照组(P < 0.05)，具体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研究组 40 29 10 1 97.5

参照组 40 20 12 8 80.00
χ2值 － － － － 6. 592

P值 － － － － 0.029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是一组包含毛细血管及心血管全面的临

床医学普遍疾病，会让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常见于

老年人患者中，现阶段治疗方式已不断发展，但是其病

况发病风险性比较高，医学上仍有很高的致死率。心血

管疾病主要包含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梗塞等疾病，

其需要长时间且反复地治疗，而期内如不能搞好有关护

理措施，会很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发作，所以对老年人

心脑血管病患者搞好健康教育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老

年化进度的加速，老年人安全与健康难题遭受大家越来

越多关注与高度重视。心血管疾病在老年群体中具有很高

的患病率，并且伤害极大，严重危害老年人患者的健康安

全[7]。心血管疾病临床表现具体表现为心慌气短、呼吸不

畅、头晕目眩眩晕及其昏厥等，实际疾病种类包含心肌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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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心率失常、心脏病、心肌病、心梗、慢性心衰及其糖

尿病等。护理措施做为治疗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消化内科治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

是对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了

老年人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情况，能够有效提升治疗依从

性与自我护理水平，更好的配合医务人员治疗工作。

心血管科是医院门诊至关重要的部门，患者多，通

常老人居多。心血管病患病忽然，病情长，无法彻底痊

愈。这种患者务必持之以恒治疗才能够很好地操纵病

况。心血管病品种多，患病几率高。常见疾病包含心脏

病、心率失常和慢性心衰。粗心大意可能造成卒死，严

重危害患者生命安全[8]。从近些年临床医学患者总数来

说，心血管病患者总数不断增长，在其中老年人患者占

绝大部分，这和在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度紧密相关。为

解决患者病况，必须合理的护理诊断。

心血管疾病为慢性疾病，病情长，治疗时间长。大

部分患者耐药性较弱，存有各种各样欠佳心理状态，患

者治疗依从性差，严重危害患者功效。对老年人心血管

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其保持稳定心理状态，

淡定地接纳治疗。开展饮食搭配健康教育干涉能够帮助

患者建立良好的饮食结构，立即补充维生素，开展健康

教育能够具体指导患者有效锻练，推动身体机能和免疫

能力，推动患者早期康复。开展健康教育知识文化教

育，可使患者增强对该疾病的认知与高度重视，便于乐

观面对治疗与医护，提升患者疾病了解程度，使之紧密

配合治疗，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9]。对患者服药状况进

行监管，可显著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通过一系列的

健康教育干涉，可以让患者保持较好的身心状态，可以

从容应对疾病，并明显改进患者心理状态，合理减少恢

复时长[10]。根据健康教育干涉可以为患者给予有规划、

有组织文化教育活动，让患者主动产生良好的习惯与饮

食结构，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与满意度。

研究组的治疗依存性率及医护满意率远远高于参考

组，说明健康教育协同基础护理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心

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医护满意率，减少其再度

住院天数和住院率，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患者对

自己所服食药物的剂量、使用方法欠缺一定掌握，会让

药品功效造成一定影响，而研究组根据健康教育专业知

识及治疗全过程具体指导，让患者了解到了治疗药品使

用方法及使用量、本身疾病的原发型情况和很有可能不

良反应出现状况，都可减少患者的再度住院率和住院天数;
老年人患者因为所患疾病，会出现疑神疑鬼、焦虑情绪、

害怕等消极情绪，医护人员对于老年人患者的心理特征给

与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治疗，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也进一步提高了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的满意率。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

率远远高于对照实验，提醒健康教育与基本护理紧密结

合有利于达到老年人心血管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护理

满意率，降低再住院天数和住院率。原因是老年人患者

对药物的剂量和使用方法欠缺一定的了解，对药品功效

有一定的影响。可是，项目小组将具体指导健康教育知

识与治疗步骤。使患者掌握治疗使用量、本身病症原发

型及有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存有降低患者再住院率和住

院天数的病症，老年人患者也会产生固执、焦虑情绪、

害怕等消极情绪。护理工作人员依据老年人患者的心理

特征给与有针对性的心理状态护理，提升了患者的健康

意识与治疗依从性，从而提升护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实

施康教育方式，能够明显提升患者的依从性，进而增强

护理效果与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上防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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