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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李 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施行优质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
-2021年 1月期间收治的 68例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进行分组，其中一组为参考组（n=34），本组接受常规护理。另一组为实

验组（n=34），本组施行优质护理模式。以焦虑、抑郁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对两组护理效果进

行评价。结果：两组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较小，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0.05）。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

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要比参考组

较高（P＜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结论：将优质护理应用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可起

到显著的护理效果，能够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减少不良事件产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进而提高其护理满意度。此种护理

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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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Model in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Jing Li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 in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One group was the reference group (n=34), and this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The other group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34), and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is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nursing in the two groups had little difference,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can play a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reduce adverse ev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n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his kind of nursing metho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
Keywords: High quality nursing mode; Internal Medicine-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Adverse events;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satisfaction

心血管疾病通常与 动脉粥样硬化相关，主 要是指血管及

心脏部位出现的病变[1]。 这种疾病多发生在老年人 身上 ，但

根据有关调查发现，最近几年因年轻人 不 良的生活方式，也

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临 床上 多见的疾病有风湿性心脏

病、冠心病、高血压及脑出血等等，这些 疾病的治疗较为 漫

长，患者难以 在短时间内治愈，且 疾病发作 较为 频繁，这不

仅 会给患者健康带来严 重的威胁，甚至还会诱发各种心理问

题[2]。 因此，心血管疾病治疗过程中 ，除采取适当的治疗措

施外，还应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科学、全面、高质量

的护理工作 可以 极大地减轻患者的不 良情绪，为 患者提供更

高质量的护理服务[3]。 为 此，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期间收治的 68例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设为 研究对象。分

析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 中 施行优质护理模式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2020年 1月-2021年 1月期

间收治的 68例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进行分组，其中 一 组为

参考组（n=34，男、女性例数分别为 16例、18例，年龄 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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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值范围（67.54±2.31）岁，疾病类型分别为 冠心病、

脑出血、高血压、有风湿性心脏病，所占例数分别为 8例、

9例、12例、5例），本组接受常规护理。 另一 组为 实验组

（n=34，男、女性例数分别为 17例、17例，年龄 57-83岁，

均值范围（67.46±2.32）岁，疾病类型分别为 冠心病、脑出

血、高血压、有风湿性心脏病，所占例数分别为 7例、10例、

11例、6例），本组施行优质护理模式。 以 上 两 组患者的基

础资料通过分析后差异较小，不 能满足统计学含义（P＞0.05）。
所有纳入的患者基础资料完整，经相关诊断后满足心血管内

科疾病相关诊断标准。 经对患者及家属讲解本次研究目的后，

能够积极配合相关研究安排。 排除患有其他 严 重性疾病者，

精神疾病者，认知功能障碍者以 及其他 原因无法配合此次研

究者。

1.2方法

1.2.1参考组

本组所采取的护理方法为 常规护理，即为 患者入院后给

予 其健康宣教、病房整理、输液护理，以 及定期查房等护理。

1.2.2实验组

本组患者所采取的护理方法为 优质护理，方法详见下 文：

（1）提高优质护理观念：定期对科室内优质护理内容

进行培训，形成护理人 员优质护理观念，让护理人 员积极主

动地为 病人 服务。 护理过程中 以 患者为 中 心，积极了 解其需

要，热情接待患者及家属。

（2）心理护理：较多心血管内科患者均可表现出程度

不 一 的焦虑、紧张以 及躁动等情绪反应。 故护理人 员应给予

心理疏导。 针对患者所表现出的焦虑不 安、精神紧张、心烦

意乱 等情绪反应进行分析，用通俗语言向其阐述心血管疾病

病因、病理、治疗预后以 及有关注意事 项等。 护理人 员要用

亲 切态度和平缓语言和患者交 流，细致了 解其心理感受，并

采取相应心理疏导以 缓解其心理压力，让其在良好的心情下

配合治疗。 护理人 员要尊重患者，日常护理中 要仔 细倾听其

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 要进行详细回答。 尊重患者的宗教信

仰 、民俗文化以 及个 人 隐私，不 要背后议论患者。

（3）环境护理：护理人 员要最大程度地满足患者在病

房内的需求，营造整洁、舒适的环境。 根据患者不 同情况，

对其进行必要监护，减少各装置导管、联线缠绕等影响，按

患者需求将必要安全的电器设备置于 病房，按患者需求拉帘

帐，保护其隐私，使其能够感受到安全感。

1.3疗效标准

1.3.1焦虑、抑郁评分

应用 SAS、SDS量表对两 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

评分进行评价 ，所获得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的焦虑、抑郁越

严 重。

1.3.2 不 良事 件 发生率

观察两 组患者不 良事 件 发生情况，其中 可见管道脱落、

跌倒、输液外渗、用药错误。

1.3.3生活质量

应用 SF-36量表中 的 5 个 维度评价 两 组生活质量，所得

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

1.3.4护理满意度

应用自拟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对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进

行了 解，等级为 非常满意、一 般满意及不 满意。 计算方法：

非常满意+一 般满意/34×100%。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 进行处理。

（ x ±s）用于 表示计量资料，用 t检验；（%）用于 表示计

数资料，用（x2）检验。 当所计算出的 P＜0.05时则提示进

行对比的对象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 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表 1可见，两 组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较小，

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 （P＞0.05）。 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郁

评分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P＜0.05）。

表 2 两 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sx  ）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

组
34

54.24

±2.34

17.65

±3.24

48.76

±3.24

18.76

±2.36

参考

组
34

54.37

±2.67

26.54

±3.21

48.79

±4.32

24.32

±2.37

t - 0.214 11.365 0.032 9.693

P - 0.832 0.001 0.974 0.001

2.2 两 组不 良事 件 发生率对比分析

表 2可见，实验组不 良事 件 发生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

（P＜0.05）。

表 2 两 组不 良事 件 发生率对比分析[n，（%）]

组

别

例

数

管道

脱落
跌倒 输液外渗 用药错误

不 良事

件 发生

率（%）

实

验

组

3

4

1

（2.94%）

1

（2.94%

）

1

（2.94%）

0

（0.00%）

8.82%

（3/34

）

参

考

组

3

4

4

（11.76%

）

2

（5.88%

）

4

（11.76%）

1

（2.94%）

32.35%

（11/3

4）

χ2 - 1.943 0.349 1.943 1.015 5.757

P - 0.163 0.555 0.163 0.314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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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表 3可见，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
0.05）。

表 3 两 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sx  ）

组

别

例

数

生理职

能

躯体疼

痛

精神健

康

总体健

康

社会功

能

实

验

组

34
76.54±

2.35

78.76±

2.35

77.65±

2.36

79.88±

3.23

75.56±

3.24

参

考

组

34
64.32±

2.15

64.54±

2.14

68.76±

2.35

65.42±

2.35

68.75±

2.37

t - 22.371 26.088 15.564 21.108 9.892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4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表 4所见，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
＜0.05）。

表 4 两 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n，（%）]

组

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一 般满意 不 满意

护理满

意度（%）

实

验

组

34
24

（70.59%）

8

（23.53%）

2

（5.88%）

94.12%

（32/34）

参

考

组

34
16

（47.06%）

7

（20.59%）

11

（32.35%）

67.65%

（23/34）

χ2 - 3.886 0.086 7.704 7.704

P - 0.049 0.770 0.006 0.006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已逐渐演变为 危害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

大疾病，一 般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治疗，再加之 病情复杂多

样，对患者心理以 及生理上 都带来严 重的影响，也 为 临 床护

理工作 提升难度。 根据有关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在采

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结合合理科学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

明显改善其预后，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

优质护理是临 床上 的一 种重要护理模式，其以 患者为 本，

从 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进行针对性地护理干预，可确保

护理服务的有效性和个 体性。 本次优质护理中 ，对护理人 员

优质护理观念予 以 提高，可促使护理人 员优质护理观念，使

其积极主 动地为 病人 服务。 心理护理中 ，针对患者所表现出

的各种负面情绪，采取相应的干预，缓解其心理压力，促使

其可在良好的心情下 配合治疗。 在生理方面护理中 ，通过药

物指导、活动指导、饮食指导等方面进行干预，可有效促进

其病情改善。 环境护理护理中 ，为 患者营造整洁、舒适的环

境，可提升患者的舒适感及安全感。 加之 运动训练、体位护

理，能够显著减少患者出现压疮。 本次研究结果中 ，两 组护

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较小，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
＞0.05）。 护理后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要比参考组较

低（P＜0.05）。 实验组不 良事 件 发生率明显要比参考组较低

（P＜0.05）。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要比参考组较高（P＜0.05）。 提示优

质护理的效果明显要比常规护理更好。

综上 所述，将优质护理应用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 中 可

起到显著的护理效果，能够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减少不 良

事 件 产 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进而提高其护理满意度。 此

种护理方法值得在临 床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于 丽 .深入探析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

作 中 的应用[J].中 国冶金工业 医学杂志,2021,38(04):401-402.
[2] 王琼.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 中 的应

用[J].中 国医药科学,2021,11(07):166-168.
[3] 洪荷蕊.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 应用优质护理模式的

效果评价 [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2020,10(34):65-67.


	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李  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施行优质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院在
	【关键词】：优质护理模式；心血管内科；焦虑、抑郁评分；不良事件；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1.2方法
	1.3疗效标准
	1.4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析
	2.2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分析
	2.3两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2.4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
	3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