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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心血管疾病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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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循证护理在心血管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随机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月在我院接受诊治的心血管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探究组及对比组，对比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探究组患者给予循证护理。护理结束后，医护人员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进行详细记录并对比。结果：探究组助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7.65%明显高于对比组的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循证护

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方法安全可靠，值得被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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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疾病之一，多发于中老

年人群，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与老龄化问题的突出，该种疾病的发

病率、致残率与死亡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积极开展护理工

作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效果的重要方式。循证护理是由一名

加拿大的内科医生所提出，循证护理是指医护人员结合医学证明及

以往临床经验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计划。因此，本次研究对循证

护理在心血管内科中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并将详细情况作如下报

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诊治的心血管

患者 84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探究组及对比组。其中，

对比组男 16 例，女 26 例，年龄 40～85 岁，平均年龄（62.3±3.1）

岁，有心绞痛患者 12 例、高血压患者 14 例、冠心病患者 16 例；

探究组男 20 例，女 22 例，年龄 45～85 岁，平均年龄（63.3±3.4）

岁，有心绞痛患者 10 例、高血压患者 15 例、冠心病患者 17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比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探究组患者给予循证护理，护理期

间，注意以下几点：部分患者会因病痛折磨产生紧张、焦虑、恐慌

的消极心态，医护人员应及时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采用例举成功

治疗的案例、健康宣讲手册、多媒体等方式向观众介绍治疗的有效

性及安全性，消除患者消极情绪，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促进患

者病情康复；医护人员应密切观察患者体征变化情况，叮嘱患者放

松心情，根据患者理解程度向患者讲解，心血管病情的致病原因、

治疗方法，治疗目的及治安全性，通过逻辑思维理性分析改变患者

焦躁情绪。医护人员应正确指导患者如何在床上排便，根据患者病

情发展情况及饮食特点为患者制定针对性饮食计划，饮食主要以水

果蔬菜为主，当患者出现便秘的情况时，可适当给予患者蜂蜜、香

蕉等食物促进患者排便；医护人员可对患者进行定时按摩，按摩时

将患者下肢抬高 15°~25°，促进患者肢体血流速度，卧床的患者

应尽早下地活动，预防形成静脉血栓；当患者出现头晕、心悸、心

律失常等情况时，医护人员应立即通报主治医师给予针对性护理，

医护人员应严格把控患者探病次数及探病时间降低并方噪音分贝，

保持病房内干净整洁，开窗通风，被褥干净，为患者创建良好的病

房环境。 

1.3疗效判定标准 

护理结束后，医护人员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详细记录

并对比。患者护理满意度总共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等

级，总满意度=非常满意度+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n）、百分数（%）表示，采

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探究组助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7.65%

明显高于对比组的 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3讨论 

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与医学服务水平的提升，循证护理也在

临床护理工作的开展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临床护理工作发

展的主要方向。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相关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中不

断的学习，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渗入检索出的科学依据，

满足患者需求，实现护理工作的不断优化。 

将该种护理方式应用到心血管内科的护理工作中，积极总结临

床经验，分析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确定护理的基本法方向，

并在结合患者实际病情与需求的基础上，给予健康宣教、心理护理、

并发症护理等多方面的护理内容，不仅树立患者对治疗的正确认

知，提升患者的依从性与自信心，同时在护理质量的提升中也具有

积极意义。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探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为 97.6％；对比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8.0％；实验组在护理满意

度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在心血管内科应用循证护理进行护理工作的开展，能够显著提高护

理效果，将对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采用循证护理方式开展心血管内科的护理工作，在

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提高预后效果等方面

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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