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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各界人士对医疗服务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在心内科护理过程中，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
应用细节管理护理形式至关重要。所谓的细节管理护理方式，主要就是贯穿于患者整个护理过程中，加强责任护理力度，提高患者护理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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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了能够对心内科护理工作研究细节护理形式应用的重

要作用，文章随机挑选本院 2018 年 1 与-2020 年 1 月，一共 84 例
患者进行分析，其中合理的划分为 42 例的观察组与 42 例的对照组，
采取细节管理开展观察组的护理工作，对照组应用常规形式开展护
理。将两个组患者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其中观察组患者不良
事件发生率我 23.8%，而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 42.9%，P＜
0.05。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能够做好心内科患者的护理工作，

应用细节管理护理形式极为关键。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文章选取我院 2018 年 1 与-2020 年 1 月，一共 84 例患者进行

分析，随机划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不管是年龄还是性别
等都不存在明显差异 P＞0.05，可进行对比。见附表 1。 

表 1.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相对比： 
组别 男/女（例） 平均年龄（岁） 冠心病（例） 心律失常（例） 高血压（例） 

观察组（42 例） 25/17 54.6±3.5 21 12 9 
对照组（42 例） 24/18 55.1±3.9 23 11 8 

1.2 方法 
护理工作人员采取常规的形式，对对照组患者进行护理工作，

而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工作，先在对照组患者常用护理形式之上，又
融合了细节管理护理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
管理。在为患者办理住院手续时，身为护理工作人员，先对患者各
方面的信息进行详细的记录，引领患者对住院氛围实施熟悉，以患
者自身的喜好出发，保持居住环境具有良好的通风效果，保证适宜
的温湿度，为心内科患者打造良好的住院环境。在夜间工作时，护
理工作人员应该适当的对灯光进行调暗操作，把控好自己走路以及
说话时的力度，严禁因为夜间护理对患者休息造成严重的影响。除
此之外，像心内科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的心电监护仪设备、呼吸机
以及输液泵等的设备，此时护理工作人员也应该把控好设备的运行
声音，降低设备发出较大的噪音，保证患者得到充足的休息；第二，
压疮护理管理。针对患者住院之时的各项调查信息，分析患者是否
存在压疮现象，或者是目前已经出现压疮的患者，护理工作人员也
应该给予针对性的护理举措，像帮助患者定期翻身，或者是对患者
进行身体清洁等工作；第三，管道护理管理。 

心内科患者大多留置有很多管道[1]，所以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
者的所有管道进行标准，明确管道位置、留置时间，并定期观察管
道的状态，发现异常后及时处理；第四，跌倒护理管理。身为心内
科患者的护理工作人员，必须要以患者病情为出发点，全面分析患
者是否存在跌倒的危险，以收集到的数据为核心，为接下来更好的
为患者制定护理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护理工作人员也应该
做好患者的知识以及安全教育工作，首先引导患者对心内科疾病各
种表现形式进行学习，从自身上能够明白疾病的原因以及相关的护
理知识。同时，保证患者秉持极高的安全护理意识，在住院期间，
针对患者身边的护栏、扶手以及呼叫铃等工具，患者必须要明确掌
握其用法以及用途，以免自身跌倒时不能得到第一时间的辅助。 

1.3 观察指标 
对两个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几率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

通过百分制的形式，合理的对患者满意度情况进行等级划分[2]。 
1.4 统计学处理 
在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时，主要采取的是 SPSS18.0 统计软

件处理方式，通过（x±s）计量资源表达，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
示，χ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通过实际调查可以发现，相比较于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而言，对照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达到了 42.9%，观察组与对对照
组进行分析，P＜0.05，详细情况见下表 2。 

表 2.对比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管道护理不当 压疮 坠床或跌倒 发生率 

观察组（42 例） 4 2 4 10（23.8） 
对照组（42 例） 7 4 7 18（42.9） 

2.2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 
从患者满意度方面进行分析，其中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达到

95.2%，而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71.4%[3]，两组患者的数据进行对
比，P＜0.05，详细情况见下表 3。 

表 3.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n(%)]： 
组别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42 例） 2 10 30 40（95.2） 
对照组（42 例） 12 14 16 30（71.4） 
3.讨论 

基于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对于护理工作人员来讲，人们对其工
作的要求明显有所提升，特别是在心内科护理过程中，为了能够做
好患者的护理工作，那么应用细节管理护理形式极为关键。通过细
节管理护理方式，一方面能够全程做好患者各项服务工作的基础
上，也是患者满意度得以全面提高的重要保证。在工作人员应用细
节管理护理过程中，能够结合患者的意愿，为其构建良好的护理环
境，针对一些长期卧床的患者，此时也能够更好的进行妥善全面管
理，致力于患者以及家属良好沟通氛围的营造当中，确保患者护理
满意度实现有效的提升。文章对本院随机挑选的患者当中，对对照
组与观察组患者进行分析，不管是不良事件发生率还是患者满意度
等方面，借助细节管理的观察组，明显要比对照组的情况要好，两
组患者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结论： 

简而言之，为了能够做好心内科患者的护理工作，降低患者不
良事件的发生几率，应用细节管理护理工作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
本院患者实施的细节管理护理形式可以看出，是提高患者满意度的
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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