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护理·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6 

·74· 

目标性社区护理对降低冠心病患者血栓的应用 
方昌妹 

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杭州  310030 

摘要：目的：分析目标性社区护理在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年 7月至 2021年 6月慢行病管理的
58例冠心病患者，按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常规门诊慢病管理措施和目标性社区护理措施，观察两组干预效果。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差异明显（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更高，且干
预护理 2周后复查，患者依从性率也更高，差异明显（P<0.05）。结论：在冠心病患者护理中应用目标性社区护理，不仅有效
降低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还能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和满意度，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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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会导致各种情况，其中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最严重

的情况，常见现象是冠心病患者出现隐匿性心肌缺血，具体

表现为没有症状，但确实有冠心病诊断
[1]
。且随着年龄的增

加，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吸烟等危险因

素的产生，冠心病的发生率、死亡率也在逐年上升。在冠心

病患者中，部分患者在确诊有冠心病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

接受正规治疗，或在医院做短期应急治疗，加上没有正确的

自我护理意识，缺乏相关疾病知识，不良生活行为、饮食等，

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危险
[2]
。因而本研究主要将门诊就

诊、辖区慢病管理的 58 例冠心病患者均分为两组，探讨目标

性社区护理在冠心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2019年 7月至 2021年 6月管理的58例冠心病

患者，在 58 例患者中男女人数比例为 37:21；年龄在 41-75

岁， (56. 93±5. 56)岁；病程在 9 个月-6 年，平均(4.14

±1. 05)年。按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29 例。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慢病管理的护理措施，包括根据患者病

情，进行疾病知识指导与教育。嘱咐其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保证睡眠充足。了解患者心理变化情况，给予适当的心理干

预。 

观察组则给予目标性社区护理干预。具体方法为：①组

建专业化的目标性社区护理小组，组成员主要为全科医师、

护师、社服助理。安排组员进行专业学习和培训，以提升成

员的操作专业度和业务熟练性，从促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护理

教育服务体验。②给予患者最佳饮食指导，以此促进患者体

质及功能增强，减少血栓诱发因素。要求护理人员全面了解

患者饮食结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等基础信息，根据实际

情况为患者制定个性化、针对性饮食方案。嘱其保持清淡饮

食，多食用新鲜果蔬，忌食刺激性食物。③用药护理，告知

疾病治疗常用药物相关知识，同时说明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

和目的，以提高患者药物使用依从性。④心理护理，为帮助

患者正确认识情绪对病情的影响，指导其通过正确方法控制，

并合理调节自身负面情绪，告知保持良好情绪和心态对疾病

治疗的重要性。⑤日常生活护理，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方

式，以提高其自我管理意识，从而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指导适当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活动循序渐进。老年

人提倡散步（每日一小时，可分次进行）不宜勉强作剧烈运

动。慢病管理频率每 2 个月至少 1 次面访，做各项检查，评

估身体健康状况及心理情绪状况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SPSS23.0 版本）分析数据，t 检验计量

资料，表示为 sx  ，X2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若 P<0.05，

则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临床依

从性水平以及对护理满意度情况。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本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共发生血栓不良事件 2 例，总

发生率为 6.90%；对照组共发生血栓不良事件 5 例，总发生

率为 17.24%。可知，观察组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明显（X2
=5.037；P=0.025<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依从性水平及对护理满意度情

况 

本研究结果可知，观察组依从性水平为 93.10%（27/29），

护理满意度为 100.00%（29/29）；对照组依从性水平为 79.31%

（23/29），护理满意度为 86.21%（25/29）。可知，观察组

依从性水平及对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

（X2
=7.996、14.811；P均=0.001<0.0.5）。 

3 讨论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健康需求的逐步提高，社区

护理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且社区护理也越来越

多的被应用于基层护理中。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心血管疾病，

该病症若不加以控制，易形成血栓，大大增加心肌梗死的发

生风险
[3]
。加上该病是一个慢性过程，需要患者长时间规律

服药来控制病情，因此，加强社区护理干预非常重要。 

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目标性社区护理，根据患者病情，

以预防为导向，使之预防和保健全面实施，从饮食、用药、

心理及生活行为上给予有目标性的护理措施，从而提升患者

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加，对冠心病有更加正确的认识，并在交

流中拉进双方之间的关系，在积极配合护理的同时进行自我

监护，进而使其病情有良好的额控制，提高其生活质量。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依

从性水平及对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 

综上所述，目标性社区护理可显著降低冠心病患者的血

栓不良事件，提高其认知能力、遵医行为及满意度，临床应

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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