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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表明，约有 70% 的冠心病患者通常伴有高血压

等基础性疾病，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如未

经良好治疗，极易增加患者死亡风险。急诊室接收的高

血压患者，其发病原因多与饮食方式、生活习惯及运动

量等多种因素有关。随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我国

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也日益激增。临床对老年冠心病合

并高血压患者，通常采用保守治疗方式，但配合一定的

护理干预方式也是极为重要的。优质护理是一种重视个

性化差异的临床护理模式，其在实施过程中十分尊重患

者，积极争取患者配合，与患者维持良好的护患关系，

从而有效提升临床干预效果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1 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

70 例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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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实施优质护理，对

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中平均年龄（73.18±2.12）

岁；病程 1~20 年，平均病程（10.85±1.36）年。观察

组中，年龄 60~88 岁，平均年龄（73.57±2.54）岁；病

程 2~20 年，平均病程（11.26±1.89）年。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

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抑制剂、硝酸

脂类药物、β 受体阻滞剂等开展药物治疗，并给予吸氧

等对症支持治疗。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常规给予病情监测、用

药监督及相关对症处理等。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优质护理。①优质健

康教育及心理护理：急诊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一

般发病较急，属于紧急入院，患者易出现恐惧以及紧张

等情绪，不利于抢救工作的顺利实施。首先给予科学的

心理护理，向患者说明医院必将尽一切努力对其开展抢

救和治疗，尽可能确保相关治疗工作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消除患者忧虑。同时，通过列举一些老年冠心病合并高

血压治疗成功的案例，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缓解其紧

张、焦虑及抑郁等不良情绪，改善患者治疗和护理配合

度。在健康教育方面，护理人员应加强对老年冠心病合

并高血压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主动向患者介绍高

血压以及冠心病的相关疾病知识。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

的患者采用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方式，对于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患者可采用一些专业的词汇进行健康宣教，提高患

者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认识广度和深度；对于受教育

程度较低的患者，主要采用面对面口头宣教的方式，采

用通俗易懂的词汇和方式进行讲解，以方便患者理解 [2]。

②优质环境护理及用药指导：在环境护理方面，护理人

员应定期对患者病房进行打扫和消毒，做好室内通风工

作，确保空气流通，同时对病房内温度和湿度进行科学

控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根据患者个人喜好于床头摆

放一些书籍等物品，制造温馨、优质的病房环境。及时

为患者更换干净的床单以及病服等，避免患者因出汗等

感到不适。在用药指导方面，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的

药物使用指导，向患者强调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嘱患

者定时、定量用药，切勿在自觉症状缓解后擅自停止用

药或者改变药物使用剂量等，以免影响患者临床疗效，

造成病情反复或恶化等。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注意观察是否出现各种药物不良反应，若发

现患者出现发热等药物不良反应，应及时给予针对性处

理，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性。因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

患者年龄偏高，部分患者视力较差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

护理人员应将具体用药频率、用药剂量等详细记录于药

盒外，同时尽可能避免使用“mg”等英文单位，以免造

成患者难以理解。③饮食护理及运动指导：在饮食护理

方面，护理人员须加强对患者的饮食护理，引导患者定

时进餐，保持清淡饮食，尽可能限制每日盐分的摄入量

以及脂肪的摄入量，嘱患者减少或者避免进食油炸、油

腻食物或者辛辣及刺激性食物，多吃新鲜蔬果，补充维

生素和纤维素等。嘱患者尽可能保持饮食的多样化，确

保饮食营养均衡；对于肥胖的患者，应对其脂肪摄入量

进行严格限制，避免体质量的增加。在运动指导方面，

护理人员应视患者的病情状况，引导其科学运动，选择

慢跑、太极拳等方式进行锻炼，对患者具体运动强度进

行科学控制，同时合理安排运动时间，避免在中午太阳

暴晒时间段运动，以免造成老年患者无法耐受而出现头

晕等症状 [3]。

1.3 观察指标

①监测患者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差，对比两组之

间差异；②从社会、情绪、躯体及心理 4 个维度对患者

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满分 100 分，分值越低表示患者生

活质量越低；③观察患者是否发生时用药错误、窒息、

跌倒、烫伤及误吸等不良事件，做好详细记录。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用（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压水平及射血分数对比

经干预后观察组的舒张压、收缩压、脉压差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血压水平及射血分数对比

[（x±s），mmHg]

组别 n 舒张压 收缩压 脉压差

对照组 35 111.65±5.43 133.67±7.48 60.49±2.62

观察组 35 74.76±5.58 93.24±5.69 48.55±1.53

t 值 30.515 27.757 25.427

P 值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对比

经干预观察的社会功能、情绪功能、躯体功能、心

理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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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优质护理属于临床使用频率较高的护理模式，被广

泛用于各类疾病患者中，其强调以人为本，旨在为患者

提供优质、全面周到的护理服务。本研究对急诊老年冠

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施行优质护理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主要是由于在上述护理模式中，护理人员能从多方面

开展护理措施，如通过施行心理疏导，可使患者不良情

绪尽快得到疏解，通过施行睡眠护理，可有效解决患者

睡眠障碍问题，从而使患者以一个较好的身心状态接受

临床治疗工作，研究发现，经优质护理干预后，患者对

护理人员亲切度及信任度更高，能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工

作，护理质量较以往显著提升 [4]。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急诊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施行

优质护理切实可行，有助于减少心脏不良事件，改善睡

眠质量及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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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时间 社会功能 情绪功能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对照组 35 干预前 56.59±1.18 61.58±1.86 55.49±1.71 59.75±1.14

观察组 35 干预前 56.43±1.58 61.49±1.58 55.63±1.51 59.87±1.36

t 值 0.522 0.238 0.396 0.435

P 值 0.603 0.813 0.693 0.665

对照组 35 干预后 66.76±2.13 69.91±1.29 66.87±1.54 67.36±1.65

观察组 35 干预后 79.86±1.38 80.67±1.36 79.96±1.75 81.35±1.76

t 值 33.333 36.964 36.143 37.34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