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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护理中运用优质护理后患者反馈情况分析
张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 东院心内科二病区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高新六路 430200） 

【摘  要】目的：研究心内科护理运用在护理后患者的反馈情况。方法：选取 100 例心内科患者，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其分为两个组别，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5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后护理恢复效果，护

理满意度和后续生活质量水平。结果：观察组的综合护理满意度为 96%，冥想奥宇对照组的 60%，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观

察组的患者恢复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综合质量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的生活质量

水平，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结论：优质护理在心血管内科护理治疗应用中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生

活水平和治疗效果，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满足整体护理效果，符合推广价值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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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血管内科是一个护理难度较高，患者发病急，危险程度大的

疾病。发病伴有心肌梗死、心理衰竭等症状。患者在住院期间会出

现诸多问题，需要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实施有效的心理辅导护理，

改善患者的心理负担问题。从患者的身心出发，实施全方位的护理，

满足患者的需求，调节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水平。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选取入院治疗的 100 例心血管患者，采用随机方式将患者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50 例。观察组中有男性患者 35 例，女

性患者 15 例，年龄分布在 35 岁至 6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5 岁左

右。其中有心计梗死的患者 15 例，高血压患者 22 例，心肌炎患者

8 例，心力衰竭的患者 5 例；对照组中有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龄分布在 33 岁至 6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3 岁左右。其

中有心计梗死的患者 16 例，高血压患者 20 例，心肌炎患者 7 例，

心力衰竭的患者 7 例；两组患者的病程、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其中包含基础用药、设备使用管

理，关注患者的病情，对患者的各类注意事项进行沟通反馈。观察

组采用优势护理模式，其中包含对病房周围环境的护理，对患者心

理情况的护理，对患者的生理护理、与家属之间沟通，提供必要的

宣传教育沟通效果等。 

1.3 观察指标分析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护理恢复情况，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生活

哦质量水平。护理后需要对患者的满意度情况进行记录，按照非常

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级别进行对比分析。对患者的疾病恢复效

果进行评估，优、良、差三个等级评价；记录患者的护理质量水平，

优、良、差三个等级评价。 

1.4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数据资料进行分析，通过均数、标准差，采用 T 检验

分析，采用标准差异检验分析，P<0.05，表示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

意义。 

2 结果 

2.1 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的综合护理满意度为 96%，冥想奥宇对照组的 60%，差

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 

人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50 35 13 2 96% 

观察组 50 18 12 20 60% 

2.2 恢复情况对比 

观察组的患者恢复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对照组的优秀率为

70%，低于观察组的 90%，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 

人数 优 良 差 优率 

对照组 50 35 10 5 70% 

观察组 50 45 5 0 90% 

2.3 生活综合质量对比 

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综合质量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的生活质

量水平，差异符合统计学标准意义，P<0.05。 

人数 优 良 差 优率 

对照组 50 30 12 8 60% 

观察组 50 44 5 1 88% 

3 谈论分析 
依照优质护理模式，对患者实施周围居住环境的护理、患者心

理引导的护理、患者生理的护理、患者家属沟通的护理等操作。 

3.1 环境的优质护理 

心内科患者都属于危重病人，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较为严重，

受周围的环境变化影响大。患者需要以有效的模式，调整护理环境。

通过宣教、标语、保护等进行防护措施处理。优质护理过程中，需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小组，按照会需求，满足护理操作要求，对病房

进行定期消毒预防操作，避免患者受到感染，防止病情的恶化问题

发生。 

3.2 心理的优质护理 

优质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有效的护理，满足患者的心

理需求。根据患者的心理压力、烦躁情绪进行缓解，调横患者的心

情。心理护理注重的是患者的心理变化，依照患者的心理情况实施

有效的引导，逐步减少患者的压力，引导患者积极面对疾病。为患

者着想，提供优质护理。 

3.3 生理的优质护理 

心内科患者多年迈体弱，行走不便，长期卧床，并伴有胃肠道

系统紊乱。优质护理过程中，需要调整患者的饮食习惯、疾病发生

情况。在饮食上主要以清淡饮食为主，早晨空腹适当饮用温水，促

进患者肠胃消化道的恢复。注意卧床患者的活动情况，逐步减轻患

者卧床背部酸痛问题，调整患者的体位为舒适效果。 

3.4 与家属积极沟通 

按照患者的实际情况，与患者、患者家属进行及时沟通，以正

确的优质护理为标准，给予患者家属在护理上的配合，对患者家属

进行相关知识的宣教，明确护理指导的思路，帮助患者家属对整个

护理过程进行了解，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尽可能避免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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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心内科的护理发展优势 

心血管内科优质护理中，需要以人文关怀、服务理念为重点思
路，加强对患者综合疾病问题的分析，以有效的、舒适的治疗过程，
确保心内科患者可以得到满意的、舒适的服务。常规的护理服务中
缺乏有效的一体化服务流程。根据医院整体护理素质水平特点，结
合治疗过程需求，及时调整护理模式，建立优质护理效果，实现全
方位的综合护理。 
结语 

综上所述，心内科会过程中通过优质护理服务模式，调整护理

操作过程中的各类方面，制定合理的生理优质护理、心理护理、环
境护理等，提升心内科综合护理建设水平，实现有效护理水平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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