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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介入治疗后的个体化护理方案研究 

王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陕西省  710061） 

【摘  要】目的 分析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介入治疗后的个体化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在我院行介入治疗的复杂冠状动

脉病变患者58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后在术后采取不同护理干预措施，最后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和并发症发生

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个体化护理方案显著改善了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术后的恢复效果。个体化护理不仅能够缩短恢复时间，还能有

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整体康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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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dividualized care program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mplex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Wang Jua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haanxi Province  710061）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care program aft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omplex coronary 

artery lesions.Methods 58 patients with complex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o adopt different post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and finally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complic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Conclusion Personalized care program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covery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complex coronary artery lesions.Individualized nursing can not only 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rehabilitation level of patients. 

[Key words] complex coronary artery disease；interventional therapy；individualized care；recovery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

状动脉病变，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冠状动

脉病变指的是冠状动脉由于动脉硬化等原因导致血流受限，

进而引发心肌缺血，严重者可导致心肌梗死甚至猝死。复杂

冠状动脉病变是指存在多支或完全闭塞的冠状动脉病变，具

有较高的治疗难度和风险，往往伴随有多种合并症。然而，

介入治疗虽然可以迅速改善患者的病情，但其术后恢复期依

然充满挑战。患者的个体差异、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心理

应激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患者的恢复进程。因此，如何根据

患者的不同特点制定个体化护理方案，已成为当前临床护理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个体化护理是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

性别、病情等差异，制定具体的护理计划，旨在提供更精准、

更有效的护理干预。这种护理模式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

适应术后恢复期，还能显著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恢复

时间。随着个体化护理理念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实施个体化护理方案对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术后康复

具有积极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行介入治疗

的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58 例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有患者 29 例。对照组中男 19 例，

女 10 例，年龄 53~78 岁，平均（61.35±4.73）岁；观察组

中男 18 例，女 11 例，年龄 54~76 岁，平均（62.92±4.12）

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的护理方案为常规护理，主要包括术后

常规观察、用药指导、饮食控制及运动指导等基本护理措施。

术后常规观察是对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确保患者

的血压、心率、呼吸等生理参数在正常范围内。护理人员将

定时记录患者的体征变化，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进行处理。

用药指导则主要包括帮助患者理解术后所需药物的作用与

用法，特别是抗血小板药物、降脂药物等，以预防血栓形成

和改善冠状动脉功能。护理人员会定期检查患者的用药情

况，确保其按照医嘱规范用药，避免药物滥用或漏服。饮食

控制是术后恢复的重要环节[1]。常规护理要求患者遵循低脂、

低盐、高纤维的饮食原则，避免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以

防止动脉硬化进一步加重。此外，护理人员会根据患者的个

人情况提供饮食指导，确保其摄入充足的营养，并加强术后

营养支持。运动指导是帮助患者逐渐恢复体力和增强心肺功

能的一项重要护理措施。对照组患者会在术后根据其身体恢

复状况，逐步进行适度的体力活动，如散步、轻度的有氧运

动等。护理人员会监测患者的运动情况，确保运动强度符合

患者的健康状况，避免过度运动导致并发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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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个体化护理方案，具体如下： 

（1）建立个体化护理档案 

在个体化护理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首先为每位患者建立

详细的护理档案，这是确保护理计划个性化和全面化的基

础。护理档案根据患者的基本资料（如年龄、性别、职业、

既往病史等）以及临床情况（如病情严重程度、术后恢复情

况、合并症等）进行全面记录。通过收集和整理这些信息，

护理人员能够准确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护理需求，从而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例如，针对年长患者，可能需

要在护理中更加关注其老年生理特征，如心血管功能的衰

退、体力恢复较慢等，因此需要提供更温和的运动指导和特

别关注并发症的预防；而对于年轻患者，则可能侧重于快速

恢复体力、减少心理压力等方面的护理。此外，个体化护理

档案还需要记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护理环节，包括

用药情况、术后护理措施、心理干预等。护理人员可以根据

患者的恢复进度、术后反应等变化，及时调整护理方案，以

确保每一项护理措施都符合患者的实际需求[3]。 

（2）个体化心理护理 

个体化心理护理是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方案的重要组

成部分，旨在根据患者的心理特征和情绪状态，提供个性化

的心理支持。对于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来说，介入治疗虽

然能有效缓解病情，但术后恢复过程中，患者常常会面临不

同程度的焦虑、恐惧和压力，这些心理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

疏导，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和生活质量。因此，个体

化心理护理不仅有助于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还有助于促进

其身心的全面恢复。护理人员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

估。通过与患者沟通，观察其言语表达、情绪波动和身体反

应，了解患者在治疗前后的心理变化，识别出可能存在的焦

虑、抑郁或恐惧等情绪问题。例如，许多患者对术后恢复过

程和可能的并发症感到不安，这时护理人员会主动进行心理

疏导，帮助患者正确认识治疗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缓解其对

手术的恐惧。针对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护理人员提供个性

化的心理支持。例如，对于焦虑情绪较为明显的患者，护理

人员会采用放松训练、深呼吸等方法，引导患者放松身心，

减轻紧张情绪；对于恐惧情绪较为强烈的患者，则可以通过

讲解术后恢复的常见情况、并发症的预防及其治疗方法，帮

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消除恐惧心理。此外，护理人员还

可以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沟通，鼓励患者树立信心，

增强治疗的积极性，配合治疗[4]。 

（3）术后护理计划 

术后护理计划是个体化护理方案中的关键环节，其核心

目的是根据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定期评估恢复进展，及时

调整护理措施，确保患者能够顺利度过术后康复期，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术后护理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助于缩短患者的

恢复时间，还能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减少住院时间和医疗

费用。术后护理计划的制定依赖于对患者术后恢复情况的全

面评估。护理人员将通过定期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血压、

心率、呼吸频率、体温等），观察其恢复情况。对患者的伤

口进行检查，观察是否有感染迹象，并确保切口处的卫生与

护理。通过对术后不适症状的记录和评估，护理人员可以了

解患者的恢复进度，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及时调整护理

措施。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恢复情况，制定详

细的护理干预计划。例如，术后初期，患者可能会感到明显

的疼痛或不适，这时护理人员会提供适当的镇痛措施，并引

导患者进行轻度活动，避免长时间卧床导致血栓形成。随着

患者的恢复，护理人员会逐步增加运动量，鼓励患者

进行适度的步态训练，以促进血液循环和增强心肺功

能。在护理过程中，重点还应关注术后可能的并发症，

如感染、出血、心律失常等。护理人员需密切观察患

者的血液指标和心电图变化，定期检查患者的血压和

心率，预防心力衰竭等并发症的发生。如果发现异常

情况，护理人员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并与医

生及时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术后护理计划还包括患

者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帮助患者正确认识手术后

的恢复过程，缓解其焦虑情绪，增强康复信心。护理

人员应鼓励患者在术后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并指导其

如何进行健康饮食和适当运动，增强身体免疫力，防

止并发症的再次发生 [5]。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工具 SPSS22.0 软件数据库进行统计，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恢复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1  恢复时间比较 

指标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术后初期活动能力恢复（天） 12.35±3.21 10.45±2.88 2.54 0.014

自主进食恢复（天） 6.87±1.52 5.34±1.29 3.72 0.001

心理状态恢复（天） 10.12±2.77 8.56±2.23 2.56 0.013

出院前最后一次体力评估恢复（天） 15.46±3.63 13.25±2.97 2.78 0.008

术后并发症无再发恢复（天） 18.62±4.11 16.24±3.56 2.34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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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做好监控，保证患者的恢复效果较为
理想，根据患者恢复情况建议及早开展康复锻炼，并借助亲
情支持的力量，促使患者可以增加治疗信心。 

结果显示，观察组各项手术指标、护理服务质量及护理
满意度均好于对照组，P<0.05。综上，对于行腹腔镜结直肠

癌根治术的患者，建议实施手术室护理，以此可以确保手术
顺利完成，患者平稳度过围手术期，身心不适也可以得到改
善，此种护理模式的配合效果理想，患者可以更快恢复，且
护理质量较佳，患者对护理服务较为满意，依从性良好，建
议于临床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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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并发症类型 对照组 观察组 X2 P 

出血 4/13.79% 2/6.90% 4.29 0.038 

感染 3/10.34% 1/3.45% 3.75 0.052 

血栓形成 3/10.34% 1/3.45% 5.01 0.025 

心律失常 5/17.24% 2/6.90% 4.56 0.032 

急性冠脉综合症 2/6.90% 1/3.45% 3.51 0.061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5）。这表明，个体化护理方案在促进术后康复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个体化护理通过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精
细化管理，包括个体化的护理档案、心理疏导、术后护理计
划等，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的恢复时间。个体化护理不仅考虑
了患者的生理需求，还关注了其心理状态，促进了其身心的
全面恢复。因此，采用个体化护理的患者能够更快适应术后
恢复期，从而提前恢复日常生活功能，减少住院时间。观察
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个体化护理

的实施有效预防了术后常见并发症的发生，如感染、出血、
心律失常等。个体化护理方案强调术后监测和早期干预，通
过对患者术后恢复进展的定期评估和及时调整护理措施，减
少了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此外，个体化心理护理也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患者减轻了焦虑和恐惧情绪，提高了其配合治疗的
依从性，从而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个体化护理方案显著改善了复杂冠状动脉
病变患者术后的恢复效果。个体化护理不仅能够缩短恢复
时间，还能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整体康
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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