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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价值 
张琳  王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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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将预见性护理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探究并分析其护理价值。方法：随机选取我院收治的冠心
病心绞痛患者 66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有 33例患者。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预见
性护理模式，而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一段时间后，观察两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心绞痛发作率低于对照组，
且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护理中具有良好的护理价
值，能够减少心绞痛发作次数，促进患者机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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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老年人高发疾病，主要是由于心脏冠状动

脉血管出现病变，导致冠状血管淤堵、狭窄，从而引起心肌
组织缺血性、缺氧性坏死。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剧，
冠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该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
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造成了较为严重
的影响

[1]
。心绞痛是冠心病的最常见临床症状之一，为患者

的身体方面带来了痛苦，降低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2]
。本次研

究选取我院 66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进行研究，分别采用常规
护理以及预见性护理对其进行干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冠心病心

绞痛患者 6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33 例，男 19 例，女 14 例，年龄
45～86 岁 ，平均年龄(64.28±4.64)岁；观察组 33 例，男
18 例，女 15 例，年龄 46～88 岁 ，平均年龄(63.96±4.57)
岁；两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此外，本
研究选取的所有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均为自愿参与本次临床试
验，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完全知情并同
意此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主要内容有：病情观察、用

药指导、健康教育等基础护理。观察组给予患者预见性护理，
具体操作如下。 

1.2.1 心理预见性干预 
在护理进行时，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间的

沟通，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详细为其讲解冠心病、心绞痛的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护理计划、注意事项等疾病相关知
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重视和关注。多关心和鼓励患者，帮
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促使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治疗。 

1.2.2 诱发因素预见性护理 
冠心病心绞痛的诱发因子众多，常见的有：运动功能障

碍、睡眠质量差、情绪波动大、饮食习惯不良、气候天气等。
在进行临床护理时，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容易引发冠心
病合并心绞痛的影响因素，使其对该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促使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护理人员进行临床护理，有效预防心
绞痛发作。并且做好基础护理工作，加强保暖措施，及时增
减衣物，减少外界患者对疾病的影响，有效保障心脏血管的
功能。 

1.2.3 病情预见性护理 
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进展以及身体恢复情况，对患者血

糖、血压、体温、呼吸、脉搏等各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若
有异常进行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护理期间，若患者出现
心绞痛现象，立即使用硝酸甘油进行治疗，缓解心绞痛症状。 

1.2.4 基础护理 
对患者进行身体按摩，注意力度适中，手法轻柔，促进

全身血液流通，舒缓肌肉皮肤。指导患者进行适量低强度运

动，提高人体免疫力，促进机体康复。为其制定健康科学的
个性化饮食方案，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促进肠胃蠕
动，利于大便排出通畅，减轻心脏负荷，同时需要严格控制
盐分、脂肪、糖分的摄入，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1.3 疗效标准 
护理完成后，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情况，

并采用医院自制患者满意度评分表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
回访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2

验证，
用率（%）表示， P<0.05 表示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心绞痛发生率 3.03%低于对照组 21.21%，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x2
=5.121,P=0.024,P＜0.05)；观察组护理满

意度为 90.91%高于对照组 69.69%，存在统计学差异
(x2

=4.694,P=0.030,P＜0.05)。 
3 讨论 
随着生活方式以及饮食习惯的转变，冠心病患者的数量

正在不断增加，成为临床治疗的一大难题。冠心病常发于老
年患者，并且诱发因素众多，常见的有高血糖、高血压、饮
食不节、肥胖、天气、情绪不佳等，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病
死率，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并降低了患者的日
常生活工作质量

[3]
。心绞痛是冠心病患者较为常见的一种病

症，增加了心脏的负担，为患者带了较高的生存风险。因此，
需要采取良好的护理干预模式进行护理，减少心绞痛发作频
率，促进患者身体恢复。 

预见性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预见性护理的实行能
够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提高患者治
疗依从性，还能降低心绞痛发生风险，减轻心脏负担，帮助
患者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的养成，提高患者体魄，
有助于患者今早康复出院，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其生活质量
[4]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的心绞痛发作率低于对照组，且

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预见性护理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具有显著的临

床疗效，能够降低心绞痛发作情况，有效保护心脏，值得推
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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