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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冠心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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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昆明  650032 

摘要：目的：观察研究冠心病患者采取优质护理的方式，对患者的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从 2019.10.-2020.11 在我
院治疗冠心病的80例患者。利用随机分组，研究组（n=40），常规组（n=40）。常规组施行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施行优质护
理模式。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两组之间
有较大差异；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5.00%，P＜0.05,两组之间有较大差异。结论：冠
心病患者采取优质护理的模式，不仅能够使患者是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而且能够获得更多患者的认可，临床上值得大力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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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冠心病的发病率比较高，尤其在老年人群中比

较常见。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患者的脂质代谢发生了
异常，致使冠状动脉上堆积了脂类的物质，进而引发动脉腔
狭窄

[1-2]
。对血流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致使患者的心肌缺

血。这种疾病的病程长，给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带来了一定
的影响。为此，采取有效的护理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研
究分析冠心病患者采取优质护理的方式，对患者的心理状况
的影响。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从 2019.10.-2020.11 在我院治疗冠心病的 80

例患者。利用随机分组，研究组与常规组分别 40 例。研究组
（n=40），男性患者为,21 例，女性患者为 19 例，平均中值
为（70.50±5.22）岁。常规组（n=40），男性患者 20 例，
女性患者为 20 例，平均中值为（71.11±4.14）岁。将患者
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学计算，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
可进行临床对比。 

1.2 方法 
1.2.1 常规组 
常规组冠心病患者施行常规护理模式：护士对患者实行

冠心病的健康知识宣教；给予患者做基础的护理；并且观察
和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 

1.2.2 研究组 
研究组冠心病患者施行优质护理模式：（1）护士主动积

极地于患者交流，为患者介绍医院的环境，主治的医护人员，
让患者熟悉身边环境，更好的配合治疗；（2）护士要根据患
者的病情情况，采取用药干预，护士对患者介绍药物的效果、
用量、服用药物的注意事项，以及服药后出现不良翻译的处
理方法等。在患者服药以后，护士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
征，如果发现异常，要立即协助医师处理。（3）冠心病的病
程比较长，需要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在治疗期间，患者难
免会产生心理的压力、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护士要与家
属共同给予患者陪伴，陪患者聊天，倾听患者的心声。不良
情绪严重的患者，还要给予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缓
解自己的不良情绪，更好的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1）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包括患者

入院时的评分，患者出院时的评分。 
（2）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分析比较，运用本院自行

制作的调查表格，调查患者的满意度。（判定标准分为：80
分以上为十分满意；70 分-80 分之间为一般满意；70 分以下
为不满意。满分为 100 分。 

1.4 统计学整理 
本次实验中资料的数据采取 SPSS25.0 统计学软件，给予

统计与整理。运用[n(%)]表示计数资料，利用 X
2
检验；运用

（ sx  ）表示计量资料，运用 t 进行检验。如果 P<0.05，则

表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两组

之间有较大差异。详情如表 1所示 ： 

表 1  比对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 sx  ）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出院时 

研究组 40 73.35±5.37 81.43±5.33 

常规组 40 70.51±5.65 74.13±3.28 

t  2.3043 7.3772 

P  0.0239 0.0000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为85.00%，P＜0.05,两组之间有较大差异。详情如表2所示 ： 
表 2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n%；例）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40 37（92.50%） 12（30.00%） 1（2.50%） 39（97.50%）

常规组 40 21（52.50%） 13（32.50%） 6（15.00%） 34（85.00%）

X
2
    3.9139 

P    0.0489 

3 讨论 
冠心病属于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多发性疾病，患者的症状

为，胸闷或者胸痛。尤其在患者情绪激动、过度运动、饮食
过量的情况下出现。患者会感到左前胸或胸骨后侧，有挤压
感、闷痛、或者烧灼感

[3-4]
。大多数患者在休息一段时间，会

有好转。这是日常冠心病比较轻的患者症状。严重患者要入
院治疗，采取科学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方法，促进患者的尽快
康复。在心脑血管疾病中，冠心病的发病情况和死亡情况，
都是比较高的。尤其在患病后期，患者比较容易出现焦虑、
不安等负面情绪

[5-6]
。与此同时，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急剧下降，

对患者的治疗带来不利的影响。 
研究显示，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常规组，P

＜0.05,两组之间有较大差异；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7.50%，常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85.00%，P＜0.05,两组
之间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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