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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心内科是一个主要诊治心脏、心血管等有关疾病的科

室，该科室收治的患者病情往往都比较严重且紧急。所以

我们不应该只重视在治疗上的及时有效性，还要注意的是

在治疗后对患者实施的临床护理。临床大量实验证明，对

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能加快患者的恢复。随着医学观念的

不断发展，协同护理逐渐的被用于与心内科的护理上。协

同护理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通过护

理人员的协助指导患者进行自我恢复。现共选取100例在

我院心内科治疗的患者，深入研究协同护理的应用价值。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是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纳入此时间

段内的 100 例心内科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每组

50 例。 对 照 组 男 28 例， 女 22 例； 年 龄 41 ～ 72 岁， 平

均（56.32±2.18） 岁。 观 察 组 男 27 例， 女 23 例； 年 龄

43 ～ 74 岁，平均（56.98±2.41）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有可比性。本研究报医院伦理学会批准实

施并经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2. 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包括对患者术前

信息确认、术后用药指导等各种常规的护理。观察组患

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协同护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①针对现在科室的人力资源以及情况建立一套完整

的护理工作制度，明确护理人员的职责。②在患者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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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护理教育，让患者及家属了解应

用协同护理的优势，并用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向患者介

绍应用护理后恢复以及治疗效果很大的例子，从而减轻

患者内心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信心，让患者能积极

主动的配合治疗。③加强患者及家属的护理意识，简单

的向患者以及家属介绍基本的用药规范，让患者及家属

参与到实际的护理中去，比如常规的换药、用药以及通

过患者的体征进行初步的判断等 [1]。

3. 评价标准

（1）调查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主观满意度情况，使用

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评估，满意度主要包括满意、一般满

意、不满意三个等级，根据问卷所得分数判定具体的满意

度等级，满意和一般满意均属于满意的范畴，计算后进行

组间比较。（2）在护理前与护理后两个时间点，评估患者

的生活自理能力，使用的评估工具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

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评分范围为0 ～ 100分，

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强。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满意度的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患者对护理工作更为满意度，

满意度可达到 9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2. 比较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情况

开始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自理能力均相对较差，且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所有患者的自理能

力均有改善，而观察组护理后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的生活

自理能力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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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比较满意度情况[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8（56.0） 20（40.0） 2（4.0） 48（96.0）

对照组 50 21（42.0） 21（42.0） 8（16.0） 42（84.0）

χ2 值 4.000

P 值 0.045

表2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情况比较

（分，x±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t 值 P 值

观察组（n=50） 45.62±2.37 74.91±2.11 65.269 0.000

对照组（n=50） 45.17±2.85 62.53±2.08 34.791 0.000

t 值 0.858 29.545

P 值 0.393 0.000

三、讨论

心内科收治的患者病情情况往往都比较严重，在临

床治疗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据有关的数据统计，每

年都有大量的患者进入心内科甚至死亡，疾病的发生率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该疾病的发生不仅会带给患者身

体上的伤害，而且还带给患者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这两

种双重的冲击下会影响治疗的效果甚至影响到手术是否

能顺利进行。因此在对心内科的患者实施治疗的时候，

还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来改善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的

不断进步，医学模式也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协同护理

模式逐渐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到心

内科的护理中去。协同护理模式改变了以往的护理人员

说什么患者以及家属做什么的形式，从患者的实际出发，

通过提高患者以及家属的配合来改善治疗的效果，达到

患者、家属以及护理人员三者协助护理的模式。协同护理

在很大的程度上调动了患者的主动性与配合性，在治疗的

过程中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可以有效的促进患者的恢复。

并且在实施协同护理的过程，还要求护理人员向患者以及

家属进行基本、简单的自救以及用药等医疗知识的宣传，

对后期出现的进行情况可以进行简单的自救 [3-5]。

心内科是医院系统重要的一个科室，所接收的是多

为发病突然、病情程度较为严重的病患，此类患者由于

受疾病的困扰，自身的生活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在日常

的治疗中，除了对病患给予科学的药物治疗，还应当对

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进行提高，以便患者能够在出院后

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水平。有相关学者在临床上进行实验，

发现在协同护理模式的作用下，患者以往被动护理治疗

的情况可逐渐有所改善，转变为主动配合护理工作，以

此提高护理质量，同时也可使病患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相互之间的协同护理，可以使患者的心理保持积极自信

的一种状态，对于自身的康复效果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同时彼此之间的协同护理，也可让患者及时了解他人的

护理方式，对自身的护理水平有很好的提升作用，逐渐

由以往被迫护理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自身护理中，

进而也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有所降低 [6]。

本研究比较了常规护理与协同护理两种模式在心内

科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对比发现后者的护

理优势更加突出，患者经护理后的生活自理能力有显著

改善，患者主观上对此种护理模式更加认可，调查体现

出的满意度更高，上述结果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上体

现出了协同护理的优势。协同护理内容的建立以常规护

理为基础，在工作中完善和丰富了常规护理的内容，更

加注重激发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降低护理人员

的工作强度、减少护理人员的工作量等方式来实现人力

资源的最优化 [7]。在心内科开展协同护理，每一项护理

内容的制定和实施均基于患者的需求，真正做到了“以

患者为中心”“以人为本”，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到护理

工作中来，患者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对于提升

患者的自护能力有促进性作用。协同护理模式的运用使

护理工作的维度得到了拓展，护理方向和护理内容也更

加具体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护理模式，协同护理受到了

广大医护人员以及病患、家属的接受与认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协同护理模式在心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取

得了满意的效果，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加强患者的

自信心，从而加快患者的恢复，减轻患者的负担的同时提

高了患者的满意度，有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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