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2 卷第 8 期 2020 年

23

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行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朱斐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在心血管内科的急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从 2018 年 10月至 2020 年 10

月，经我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急性心绞痛患者中随机抽取 80 例作为观察对象，经抽签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40例）和常规组（40

例）。所有患者均需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需施加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不同护理方法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以及临床各

项指标比较（胆固醇水平、高血压水平以及心电图）。结果：经护理，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心电图以及胆固醇水平明显高于常规

组，差异显著（P<0.05）；经护理，观察组患者的高血压水平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急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护

理中施加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临床各项指标水平均有明显的改善，且护理满意度有明显上升，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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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是心血管内科中较为常见的表现，冠心病患者的临床

主要表现就是心绞痛与心肌梗死，且冠心病近年来发病率越来越

高，是临床常见疾病。患者发生心绞痛时往往不会先兆发病，且

心绞痛这一病症进展较快，发病较急，另外还具有反复发作的特

点。急性心绞痛患者往往会由于疾病的折磨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

障碍，如发生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这些不良情绪会影响

到病情的进展，给临床医疗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1]。因此，

针对急性心绞痛患者，除了需要予以及时有效的医疗干预之外，

还需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通过护理改善患者的情绪状

态，缓解患者的疼痛感，良好的护理工作能够改善患者的预后，

对患者病情具有极大的帮助。本文主要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

急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8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经我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急

性心绞痛患者中随机抽取 80 例作为观察对象，经抽签法将其平

均分为观察组与常规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观察组男 25 例，女

15 例，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80岁，最低年龄为 44 岁，平均年龄

（62.75±5.46）岁；常规组男 26 例，女 14 例，患者的最高年龄

为 82 岁，最低年龄为 41 岁，平均年龄（62.28±5.81）岁。通过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显示为 P>0.05，说明

可进行对比研究。所有患者均与我院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

内容已经得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文件可执行。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需要接受常规护理干预，护理措施包括患者的入

院管理、日常生活护理以及用药指导等。在这一基础上，观察组

患者需要接受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1）心理护理：在

日常的交流与沟通中，护理人员要主动关心、爱护患者，询问患

者的护理感受，根据患者的诉求完成相应的护理工作；同时护理

人员通过沟通与交流了解患者对疾病的主观想法，根据患者的文

化程度展开健康教育工作，促使患者更了解疾病相关知识，提升

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依从性与配合度；及时将患者的诊疗计划与护

理计划告知患者，让患者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鼓励与支持患者

将内心的诉求说出，指导患者家属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心理支持

与精神支持，让患者感受到身心的舒适感，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2）疼痛护理：疾病的疼痛会给患者的身心均带来较大的负担，

因此护理人员要做好患者的疼痛护理，指导患者日常多休息，如

果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疼痛情况，则应该立即原地休息，并寻求医

护人员的帮助；可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患者的疼痛感，此

时护理人员也可通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变化等了解患者的疼

痛程度，根据患者疼痛程度不同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3）运动

指导：在患者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予以运动指导，鼓励患者通过运动、呼吸训练等方式改善患者

的呼吸肌功能；运动之后可进行放松训练，让患者在一个良好的

环境下进行全身放松，不但包括身体上的放松，还有心理上的放

松。

1.3 研究指标

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以及患者各项指标情

况（胆固醇水平、高血压水平以及心电图）。

1.4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所应用到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22.0，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采用百分比（%）表示，行 x²检验；患者的各项指标情况采

用（ X ±S）表示，行 t 检验，两组对比结果显示 P<0.05 则说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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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经统计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结果显示观察组明显高于

常规组，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表 1：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

察

组

40 29（72.50） 11（27.50） 0（0） 40（100.00）

常

规

组

40 18（45.00） 15（37.50） 7（17.50） 33（82.50）

X² 7.6712

P 0.0056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

经护理，观察组患者的心电图、胆固醇水平均高于常规组，

P<0.05；观察组患者的高血压水平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见

表 2。

表 2：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 X ±S）

组

别

例

数
心电图

胆固醇水平

（nmol/L）

高血压水平

（mmHg）

观

察

组

40 81.52±5.16 3.99±0.67 131.57±4.29

常

规

组

40 75.48±5.62 3.72±0.42 138.69±4.57

t 5.0069 2.1595 7.1841

P 0.0000 0.0339 0.0000

3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不断上升，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

有较大的变化，包括饮食、作息等方面，各类疾病的发病率也逐

年上升。心血管内科中的大部分疾病均与患者本身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等有密切关联，因此临床心血管内科疾病的发生率越来

越高[2]。心绞痛是冠心病患者的常见临床症状，当冠心病患者发

生较大的情绪波动或过度劳累，就会引发急性心绞痛，急性心绞

痛给患者的心功能带来较大的负担，待给患者极大的痛苦，因此

临床需要予以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3]。

综合护理近年来在临床上的应用范围较广，护理内容除了常

规护理之外，还有运动指导、心理护理、与疼痛护理等，这些护

理措施应用于急性心绞痛患者中，能够改善患者的疼痛程度与心

理状况，促使患者放松身心，全方位满足患者的不同要求，提升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依从性与信任度，对改善护患关系具有重要价

值；同时通过良好的护理干预，还能促使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与饮食习惯，对改善疾病预后有较大的帮助[4]。从本次研究结

果上看：观察组患者的胆固醇水平、心电图以及护理满意度均明

显高于常规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的高血压水

平明显低于常规组，组间数据有可比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心血管内科急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施加

综合护理可改善护患关系与患者的预后，提升护理满意度，对患

者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应用价值高，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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