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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作用

朱美华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常州　213000

摘　要：目的：分析循证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作用。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94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纳入研究，

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7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循证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在采用循证护理后，其症状改善情况、疾病知识认知程度、治疗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结论：循证护理可有效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相关症状，提升其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并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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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心绞痛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因为冠脉供血

不足而导致心肌缺氧和胸部不适。临床表现通常包括胸闷、

心律不齐、恶心等，严重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目前的治疗

方法主要依赖药物溶解血栓，然而长期使用可能会对患者产

生负面情绪，并且他们对自身状况了解有限，从而影响治疗

效果 [1]。当前的护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专科护理上，缺乏全面

系统的措施。通过实施循证护理实践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多

学科护理服务，并改善服务质量。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循证

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我院收治的 94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纳入研究，通过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7 例。观察组：男

24 例，女 23 例，年龄 48-66 岁，平均（57.83±2.70）岁；

对照组：男25例，女22例，年龄50-66岁，平均（58.13±1.45）

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生命体征监测、正确呼吸

指导、日常生活护理等。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主要包括以

下措施：

1.2.1 成立循证护理小组

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护士长、护理人员组成。定期进

行培训和抽查。循证护理团队成员应积极查阅相关数据并进

行集体讨论。他们应分析病症的原因、临床表现和相应的护

理策略，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方案。

1.2.2 提出循证问题

收集我科近 5-10 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护

理记录，分析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治疗过程中并发

症出现的原因，提出以下循证问题：治疗护理期间患者焦虑

和抑郁问题、心绞痛次数较多等。

1.2.3 寻找循证支持

根据循证问题搜索 CNKI、万方数据库、Wip 数据库和

权威医疗网站的核心论文，用科学方法分析文献的实用性和

可行性，总结并获取证据，然后根据临床经验、护理技能和

患者的护理需求制定循证护理计划。

1.2.4 实施循证护理措施

1.2.4.1 心理护理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通常会面临巨大的心理负担，这可

能导致他们容易出现消极情绪。这些情绪波动很容易引发冠

心病再次发作，并对整体预后产生影响。护理专业人员应该

以患者为中心，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评估他们的心理问题，

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通过培养安全感和利用非

语言线索（如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触摸和手势），医务人

员可以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焦虑水平。此外，采用适当的技术

（例如有意放松方法）来调节情绪也将进一步帮助稳定他们

的情绪状态。提供负责任且富有同情心的服务，并保持开放

式沟通渠道，将有助于缓解患者所经历的焦虑、抑郁或其他

任何负面情绪。

1.2.4.2 疼痛护理

当患者出现心绞痛时，责任护士的协助在给药硝酸甘

油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药物能够有效地缓解疼

痛，并且应该结合氧气支持、卧床休息和其他必要的护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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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起使用。如果疼痛强度没有改善，可以考虑适当稀释

后静脉注射盐酸吗啡。需要详细记录患者疼痛的部位、程

度和持续时间。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或面色苍白等不良反

应，必须立即采取预防心肌梗死的措施。连续进行心电图

监测非常重要，以评估 ST 段变化并检测任何可能存在的

心律失常情况。

1.2.4.3 生活指导

建议患者增加摄入富含维生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

食物，同时减少高脂肪和高钠食物的摄入量，以保持肠道正

常运动。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锻炼计划，包

括进行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逐渐调整运动强度和频率，

避免过度疲劳。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每天进行两

次，每次持续 10 分钟，在连续 7 天内实施。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心绞痛发作次数、心绞痛发作时间、心绞痛消

失时间等症状改善情况进行记录对比；采用我院自制调查量

表对两组疾病知识认知程度进行评估，包括了解疾病、知晓

注意事项、运动方法、健康饮食等内容，每项均为 0-5 分，

分数越高，知晓程度越高；对两组合理饮食、按时服药、情

绪控制等治疗依从性进行统计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 检验；使用

“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x2检验。P＜ 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观察组心绞痛发作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

显（P ＜ 0.05）。如表 1：

表 1 两组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心绞痛发作次数
（次 / 周）

心绞痛发作时间
（min）

心绞痛消失时间
（d）

观察组 47 2.73±0.39 2.76±0.55 5.16±1.34

对照组 47 4.54±0.60 4.93±0.62 8.66±2.15

t - 17.340 17.959 9.471

P -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疾病知识认知程度对比

观察组疾病知识认知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明显（P ＜ 0.05）。如表 2：

表 2 两组疾病知识认知程度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了解疾病 知晓注意事
项 运动方法 健康饮食

观察组 47 3.53±0.49 4.27±0.31 4.03±0.10 3.84±0.26

对照组 47 3.01±0.14 3.20±0.72 3.14±0.20 3.16±0.17

t - 6.996 9.358 27.287 15.007

P - 0.00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P

＜ 0.05）。如表 3：

表 3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合理饮食 按时服药 情绪控制

观察组 47 45（95.74） 46（97.87） 44（93.62）

对照组 47 39（82.98） 40（85.11） 36（76.69）

x2 - 4.029 4.919 5.371

P - 0.045 0.027 0.020

3.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是一种临床疾病，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和

突发死亡。其发展与治疗方法、生活方式选择以及遵医嘱的

依从性密切相关。在管理冠心病心绞痛时，实施适当的护理

策略至关重要，旨在改善患者的心脏健康状态。

作为一种创新的临床护理方法，循证护理涉及到敏锐地

整合患者的个人喜好、医疗保健专业知识和科学研究成果，

以获取可靠证据并将其作为制定护理计划时做出明智临床

决策的基础。这确保了向患者提供周到和卓越的护理服务 [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症状改善情况、疾病知识认知程度、

治疗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提

示循证护理对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症状，提升疾病认知程

度及治疗依从性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原因，是因为：护理人

员需要评估患者的个体状况，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计划。他

们应该密切关注任何情绪变化，积极与患者沟通，并认真倾

听他们的担忧。通过提供清晰的解释来消除疑虑，减轻心理

压力，增强信任和安全感以提供心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特

别是在发作期间，应立即进行急救和心理安慰，并向患者介

绍治疗方法和分享成功案例，以逐渐培养他们对治疗过程的

信心 [3]。在发作期间，患者可能会经历严重的疼痛；因此可

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管理这种疼痛，例如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吸氧、卧床休息等。如果患者没有明显好转，则可以考虑使

用吗啡注射。此外，在观察患者出现苍白或恶心等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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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迹象时及时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以有效预防其发生。另

外，密切监测心电图中 ST 段变化和心律失常有助于改善衡

量心绞痛程度的指标 [4]。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可有效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相

关症状，提升其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并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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