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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冠心病患者中的效果 
马奉翠 

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中心卫生院  山东临沭  276704 

摘要：目的：探究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在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患者，且均在患者及家属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使用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 A 组和 B 组，A 组行常规护理，
B 组行针对性护理，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SAQ 评分和住院时间。结果：B 组护理满意度 96%
明显高于满意度为 80%的 A 组（P<0.05）；且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另一组（P<0.05）；四项生活质量评分、SAQ 评分实行常规
护理的 A 组患者各项评分均低于针对性护理的 B 组（P<0.05）。结论：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效果显著，可缩短住院
时间，并提高其生活质量，临床应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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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针对冠心病患者首选药物治疗，但药物治疗效果往
往不乐观，会进一步产生心绞痛，这种情况下，如未及时治
疗，会导致血管腔缩小，血管负担加重

[1]
。它是中、老年人

的常见病，多发病。冠心病患者治疗期间应给与合理有效的
护理干预，对提高治疗效果、改善预后至关重要

[2]
。因此，

本研究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探究此项护理模式的
应用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冠心病患者，年龄在 45~78 岁之间，且均在患者及家属知

情并同意的前提下，使用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 A
组和 B组，A组男女患者比为 24:26，平均年龄为 56.35±8.32
岁；B组患者比为 3:2，平均 55.92±9.86 岁，比较两组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A 组行常规护理，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或进行健康宣

讲，强调病情有关的注意事项，保证患者休息的环境整洁卫
生，规律作息、健康饮食，保持愉悦的身心状态等。 

B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行针对性护理，具体操作：
在接诊后和患者及家属多沟通交流，详细掌握其基本信息、
生活作息、日常喜好等，再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信息，加工整
合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同时注意各方面力量的配合与实

施，如定时或不定时频繁地进行医学宣讲，加强健康知识的
宣导，普及对冠心病的认识与治疗方法，有利于患者恢复病
情的同时缓解焦虑等不良情绪。心理辅导，有研究发现冠

心病与心理因素有关，情绪波动时，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各
功能失调，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所以情绪问题是重要环节，
护理人员应引起重视，可平时与之加强沟通，多以轻松平和

鼓励的语句对话，多听舒缓的音乐安抚不良情绪。饮食生
活护理，健康的饮食尤为重要，多吃绿色蔬菜，适当增加蛋
白质的摄入，注意少食多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同时密切

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如有异常及时上报。运动护理，强
调循序渐进，根据病情恢复情况，选择慢跑、太极等，注意
休息和心率变化，建议每次 25 分钟左右，一周 3-5 次为宜。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设置是百分

制，以 80 分为分界，满意度是 80 分以上的问卷数量占总数

的百分比；观察并记录护理后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使用
SAQ 量表进行心绞痛病变严重程度评价，分值越低病变越严
重；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评估表，对两组进行评价，

评价内容包括心理状况、社会活动、生理状况、环境评价四
个方面，分值与生活质量成正相关，并将上述相关数据予以
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统计学方法χ

2
检验；计量（ sx  ）代

表，t检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B 组满意度为 96%明显高于满意度为 80%的 A 组，χ

2
为

8.123，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对比[n(%)] 

组别 n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B 组 50 48 2 96% 

A 组 50 40 10 80% 

2.2 住院时间及 SAQ 评分 

住院时间 A 组 20.23±2.34d，B 组 14.34±1.56d，P＜
0.05 数据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发现 B 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A
组；护理前 SAQ 评分 A 组 62.32±8.43，B 组 63.23±8.24，

护理后 A组 68.23±9.24，B 组 73.23±11.32，P＜0.05 数据
有统计学意义，发现 B组评分明显优于 A 组。 

2.3 生活质量 

通过数据间比对发现实行常规护理的 A 组患者生活质量
各评分都低于针对性护理的 B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分） 
组别 n 心理状况 社会活动 生理状况 环境评价 

A 组 50 6.23±1.24 6.52±1.24 6.69±1.64 6.46±1.21

B 组 50 7.32±1.74 7.32±1.76 7.26±0.78 8.32±1.56

t 6.234 8.245 11.587 9.476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针对性护理是通过对自身病情和身体机能特点进行全面
分析后制定差异化护理计划，使不同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举
措，其重点存在差异性，进而获得更为有效的干预效果，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
[3]
。随着人们思想的提高对疾病康复要求越

来越高，在冠心病患者中实施干预性护理可促进患者的依从
性，加速疾病恢复

[4]
。本研究对患者从接诊、心理护理、饮

食生活护理和运动护理四方面开展针对性护理，在结果上也
证实了针对性护理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冠心病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效果显著，可

缩短住院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临床应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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