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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这类疾病介入治疗的病人出现的不良情绪与需要采取的心理护理措施。方法研究了心血管病的 100 名病人的相关资料，
介入治疗则是本次选用的治疗手段。对照组：常规护理，研究组：心理护理。对比二者不良情绪应对后的具体情况。结果 二者在焦虑、护

理的满意度等方面有一定差异。结论就心血管类疾病的病人，选用介入治疗的策略，在护理中实施科学心理护理，这样的方式可让病人对
最终结果更加满意，且不良情绪也会减轻，医疗方面引起的缺陷以及差错也将更少，在实践当中有推广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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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在社会医疗持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形势也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该类疾病实际的护理当中，有关

护理模式因此而得到科学地优化。目前，这类护理工作并没有局限

在临床上的生理以及医疗方面的护理，而在心理护理方面也有相关
研究，特别是在心血管病介入的病人治疗方面，应当对心理护理着

重研究，分析不良情绪的主要表现，让病人可以更好地配合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了心血管病的 100 名病人的相关资料，时间范围是 2017.5

至 2018.5，这些病人年龄最小的是 39 岁，最大的是 77 岁，均龄（56.09
±1.49）岁。因为心律失常而实施射频消融术的有 65 人，因为各种

因素使得Ⅲ度房室传导受到了阻滞而实施心脏起搏术的一共有 35

人；结合护理方案不同，把这些病人加以分组，每组均包含了 50
人，并且 2 组资料加以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施行了常规护理措施。 
研究组：施行了心理护理措施。 

护理人员通过自身的护理技能素养，在护理实施的时候，不论

是语气，还是在态度方面，都要重视起来，尽可能让病人放松，让
其面对疾病时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这有益于护患关系优化。实施

介入治疗的病人，针对疾病还有一定的适应过程，病人在最初阶段，

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治疗方面缺乏耐心，希望快速痊愈，

抑郁等情绪极其容易出现。基于此，护理人员的耐心相当重要，很

好地抚慰病人。在病人心情较为稳定的时候，为其介绍那些已经成
功完成治疗的例子，让他们在治疗的时候有较好心疼，这可让护理

工作实施得更为顺利。护理人员不仅要了解病人的详细情况，还应

当与之进行良好的交流，并指导其将主观感受等诉说出来[1]。护患
间唯有互相地信任，才能够让治疗效果变得更好。同时，工作中的

护理人员应当嘱咐病人的家属，时期更好地关心病人，给予病人精

神层面的支持和鼓励，让病人的心理调节可以变得更强，并为病人
阐述治疗及护理配合的意义。 

1.3 评价标准 

借助焦虑自评的量表，就 2 组护理前、后焦虑的实际状况加以
对比，得分若是越高，就说明焦虑的症状就越发地严重。对比 2 组

病人的满意度，病人对本次护理的反馈较为良好，没出现投诉类的

事件，就说明满意，病人的反馈较为一般，然而也没出现投诉类的
事件，就说明一般，病人的反馈比较差，并存在投诉类的事件，就

说明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选取 SPSS15.0 的软件完成本次的计算，本次计量的数据借助了

（x±s）来代表，计数的资料则借助了χ2 来代表，算出的 P 值超过

0.05，就说明没有统计学差异，算出的 P 值在 0.05 以内，就说明有
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焦虑已经满意度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表 1  护理成效比较 

组 别 例 数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满 意 度 护理前焦虑评分 护理后焦虑评分 

研究组 50 27（54%） 20（40%） 3（6%） 47（94%） 71.22±9.54 49.02±6.65 

对照组 50 14（28%） 22（44%） 14（28%） 36（72%） 72.55±11.31 62.11±10.57 

3 讨论 
3.1 急诊介入手术病人心理护理措施 

（1）对病人需要微笑，并给予病人关注，以便可以缓解病人

当前的不良情绪，这养的举措，属于护理人员在介入手术病人关怀

方面的重要表现[2]。（2）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给病人营造较为安
全的一个手术环境，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通过熟练的技术以及规范

的行为位病人带来良好的服务，使其在手术方面的信心能够增强[3]。

（3）合理抚摸，能让病人在应对不良的情绪时更加从容。借助抚
摸的方式，可让护患关系的实际构建效果更佳，进而使其更加地信

任护理人员，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缓解其产生的疼痛感，防止病人

在手术中感到孤独，使其可以更好地完成整个手术的治疗。 
3.2 择期手术病人心理护理措施

在手术前，实施心理护理是要让病人可以在思想层面做好足够

准备，并将其各种顾虑消除掉[4]。护理人员尽可能让病人了解治疗
方面的相关事宜，就其出现的各类顾虑等需要认真解答，让病人对

医疗机构能够更加地信任，这是给后续治疗奠定基础的重要手段。

手术中，心理护理要求更好地关注病人，特别是在不良情绪方面，
就其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要尽快消除，以便使其可以更好地接受

手术的治疗[5]。在手术后，心理护理则是要依靠护患交流，让病人

的心态变得积极开朗，使其可以依靠乐观态度完成后续相关治疗，

从而尽快地康复过来。 
综上所述，就实施介入治疗手段的心血管病人，护理中依靠心

理护理的手段，不仅让病人在自身负面情绪方面得到有效缓解，还

能使其在疾病甚至面对生活的时候，拥有足够的勇气，这为大多数
病人所认可，也得到了病人及家属好评，使医疗方面引起的缺陷以

及差错事件变得更少，在临床上有很强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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