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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中应用和对患者睡眠
质量的影响

全 吟1 冉龙菊2

武警重庆总队医院 重庆 400061

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主要分析优质护理对策用于心血管内科临床医学护理中的实际效果及对患者睡眠品质的

干扰。方法：本次研究主要我院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接诊的160例心血管疾病病人，将其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一组各80例患者。对照组患者执行基本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执行优质护理模式。进行不同护理干预后对比两组患者
得到的相应结果。结果：对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开展数据分析，对比数据显示，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选用自做满意度问卷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进行对比。观察组患者护
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睡眠质量达优良率是65.85%，而对照
组患者在护理后优良率是70.73%。与护理之前对比，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χ2 = 0.225，P = 0.635 > 0.05）；观察组护理前睡
眠质量达优良率是63.41%，观察组护理后优良率是90.24%，明显高于护理前（χ2 = 8. 289，P = 0.004 < 0.05），并且明显
高于对照组（χ2 = 4. 970，P = 0.026 < 0.05）；结论：对心血管内科疾病病人执行优质护理服务项目可获得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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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护理服务质量一直是医疗界关注的重点。心

血管科作为医院单独部门之一，医治各种类型心血管疾

病患者，包含心肌梗塞、冠心病、心率失常等。除开医

疗器械配置，高质量的诊治对策，优质护理服务也是本

科室的关键。心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患者身体健康

的病症。因而，在具体诊治环节中，为了确保心血管疾

病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心血管内科的临床品质，执行优质

护理服务被广泛采用。多种研究发现优质护理服务在心

血管内科临床护理中的运用成效显著，因此文章对优质

护理服务在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中的运用展开了探索，

现报导如下所示[1]。*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我院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接诊的

160例心血管疾病病人，将其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一组各80例患者。对照组含有49名男性患者和31名女性
患者。年纪为45～75周岁，平均年纪在(53.55±4.88)周
岁。观察组含有38名男性患者和42名女性患者，年纪为
45～75周岁，平均年纪在(52.78±4.39)周岁。全部患者均
允许添加该工作组，并且在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

纳入指标：①患者知晓并且乐意相互配合本研究的随诊

通讯作者：冉龙菊，1981.2，汉族，女，重庆，武警
重庆总队医院，主管护师，本科，400061，研究方向：
心血管内科

和调研；②全部患者年纪皆在45周岁以上；③无精神类
疾病，协作有效性高。两组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具备对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开展基本护理模式，包含为患者开展药

品具体指导，具体指导患者卧床休息，观察患者病况的

转变。观察组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模式，具体采用以下方

法：(1)情绪控制。当情绪状态优良时，有利于确保患者
状况比较稳定。护理人员要深入了解患者的相关情况，

并且及时的、有计划的、有方法地和患者沟通交流。焦

虑情绪、心烦是患者比较常见的消极情绪。患者提问

时，护理人员应给予认真细致的答案，语调要缓解亲

近，并且要正确了解并掌握患者内心感受和变化，针对

性地开展心理指导，抚慰患者的心态，并尽可能提升患

者对治疗疾病的自信和有效性。(2)饮食管理。有效开
展饮食管理有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饮食管理要切合实

际、全方面的开展，应该根据患者制订个性化饮食表，

应加强监督饮食表的实行，使患者慢慢建立良好的饮食

结构。患者饮食应当是充裕和平衡的，不良饮食习惯和

生活习惯应当完全改正和消除。另外，腹部按摩方式指

导给患者，告之患者喝温开水，加速胃肠道蠕动，防止

便秘[3]。(3)疾病管理。患者的高效管理能使医治合理。高
度关注患者的病况转变，实时跟进相应检查指标值，充

足剖析这些数据，及时沟通给医生。在药品治疗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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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每一种药品的疗效和副作用，精确记录患者的

实际情况，便捷医师调节治疗方式。精准医疗病症健康

教育知识，按时科普讲座，以患者为根本，知识学习系

统开展，以增强患者的了解，推动患者积极主动标准他

们的行为，并且对患者的进行一定程度协作。(4)病房管
理。病房环境舒适惬意，有利于患者稳定。定期开展自

然通风，尽量避免医院病房内放置的器材，维持好医院

病房纪律，维持医院病房清静，每天进行消毒杀菌；身

心健康教育手册、健康教育宣传与科普创作、心脑血管

疾病专业知识、医护人员介绍和专科特色是重要宣传信

息；医院病房系统用心告之患者，并通过提醒板方法提

醒患者及其家属[4]。(5)管理与服务。高质量的优质护理
服务可以有效确保疾病治疗实际效果。要为患者给予优

质护理服务时，护理人员应确保自身得当、文明礼貌，

以平易近人的心态应对患者，多和患者沟通交流，留意

维护患者的个人隐私，并评定患者及时掌握心理健康状

况，便于及时发现存有的欠佳心理状态。严格遵守医护

管理制度，主动变化服务宗旨，提升三级考评，将专业

能力水准、专业素养、医护与特点医护紧密结合，尽量

达到患者要求。认真落实考核机制，经常性进行评价，

按时提问问题，思考问题，解决困难，推动护理服务质

量的不断[5]。(6)出院指导：患者出院后，医护人员要细心
详细介绍后面治疗方案及注意事项，积极索要患者或家

人的联系电话，按时电话回访，掌握患者病况即时并给

予相应的居家护理具体指导，并告知患者按时到医院复

诊，一旦出现异常及早治疗。

1.3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满意度和睡眠质量进

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为确保数据的合理性，采用SPSS18.0应用统计学软

件开展数据统计分析，(x±s)代表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对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开展数据分析，对比数据

显示，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数据见表 1。

表�1��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80 75（93.75） 1（1.25） 4（5.00） 76（95.00）

对照组 80 65（81.25） 5（6.25） 10（12.50） 70（87.50）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患者护理满意率进行对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
数据见表 2。

表�2��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80 70（87.50） 10（12.50） 0（0.00） 8（100.00）

对照组 80 60（75.00） 10（12.50） 10（12.50） 70（87.50）

2.3  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情况
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睡眠质量达优良率是65.85%，而

对照组患者在护理后优良率是70.73%。与护理之前对
比，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χ2 = 0.225，P = 0.635 > 0.05);
观察组护理前睡眠质量达优良率是63.41%，观察组护理
后优良率是90.24%，明显高于护理前 (χ2 = 8.289，P  = 
0.004 < 0.05)，并且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χ2 = 4.970，P = 
0.026 < 0.05)[6]。

3��讨论

心血管病疾病也可以称之为循环系统疾病，并不是

指临床医学里的某一种疾病，而应该是涉及到循环系统

的一系列疾病。循环系统主要包含为身体运输血液人体

器官和管理，如心脏和血管(主动脉、动脉和毛细管)。肥
胖症、缺乏锻炼、冠心病、高血脂症、糖尿病患者和抽

烟是导致心脑血管病疾病的重要原因。近些年，心脑血

管病疾病已成为世界上威协人体健康最严重疾病之一，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超过恶性肿瘤疾病而居首位。其

高发病率、病发率和死亡率不但为患者家庭和社会产

生沉重负担，也严重危害病人的生活品质。长久的身体

疼痛痛楚使有些患者对疾病的治疗失去自信，比较严重

减少了治疗依从性。疾病和经济负担所导致的抑郁症、

抑郁等消极情绪，造成心血管疾病内科医患冲突持续恶

化。在这种环境下，将规范治疗与合理医护紧密结合，

防止病发症，尽量改进病人损坏的作用，是临床医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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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疾病的重要预防总体目标。立即正确干预模式不

仅有助于病人化险为夷，并且有益于疾病的预后。基础

护理在心血管内科已不再可用，已经被优质护理服务方

式所替代。优质护理服务是一种新的临床医学方式，注

重以病人为中心，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调整方案，以保

证患者的生命身心健康为基本准则，注重健康服务，以

提升治疗和预后为主要目的，向患者提供人性化优质护

理服务。根据健康教育知识，让患者对疾病有一定的了

解，建立正确的健康理念，积极主动积极治疗；根据和

患者的密切沟通，了解其心态变化，并且给予有针对性

的安慰和具体指导，保证病人在优良心理状态下积极治

疗和治疗依从性；病房环境和卫生的管理方法能有效减

少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较好的歇息自然环境有利于病

人睡眠，促进其恢复。最终，病人能通过出院指导得到

很好的居家护理，定期复查可以了解病人的病况转变，

并立即给予相应的医治和引导，从而改善预后。

除此之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执行优质护理是患

者性命与健康的重要确保，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整体医疗

服务项目与治疗的关键所在部分优质护理服务方式根

植于患者医治的全流程，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项

目。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时长因个人、药品、治疗方

案、疾病类型等诸多要素而不同。因为大部分疾病的治

疗时间都是非常长，因此恢复、操纵、防止都非常重

要。优质护理提供服务的开展高效地脱离了传统式护理

工作方式的缺点，开展了更具体、更专业的诊疗护理，

并且能够针对性地开展护理工作，为患者的恢复和以后

奠定重要保障。优质护理服务项目对提升患者健康意识

以及生活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本研究能够得知，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
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睡眠质量达优良率是
65.85%，而对照组患者在护理后优良率是70.73%。与护
理之前对比，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χ2 = 0.225，P = 0.635 
> 0.05);.观察组护理前睡眠质量达优良率是63.41%，观察
组护理后优良率是90.24%，明显高于护理前 (χ2 = 8.289，
P = 0.004 < 0.05)，并且明显高于对照组(χ2 = 4.970，P = 

0.026 < 0.05)；可以表明，对心血管内科疾病病人执行优
质护理服务项目可获得明显效果。

结束语：总的来说，心血管疾病人的病情一般较为

复杂，发病后病人的正常生活遭受很大的影响，特别是

老年患者发病后的稳定活动也会受到显著限定。针对心

脑血管病患者的治疗，因为患者依从性低，冶疗会在一

定程度上受影响，具体表现为病人在心理状态较弱时不

想要相互配合医务人员的工作，乃至回绝医治。优质护

理服务是临床实践的一种普遍方式，一般以基础护理为

载体。通过优化和完善各类护理诊断，提升护理措施品

质，让患者体验到更加好的优质护理服务。研究发现，

在心血管疾病人治疗中执行优质护理服务，不但可以有

效地推动患者的身体健康以及医护满意度，还能更好地

帮助病人改进心态，督促其紧密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

治，并对冶疗有很大帮助。因而，优质护理服务在心血

管内科临床实践中的运用，能有效提升冶疗、医护满意

度和睡眠，非常值得长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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