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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对优质护理的应用
王荣香　孙富艳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心内科在医疗机构中属于较为重要的科室。心血管疾病存在发展速度快、病情较为复杂等特点，一般在老年群体
中较为常见。当前心律不齐、心力衰竭、早搏、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与心肌炎等都属于心血管内科常见的主要症状，严重威胁患
者的身心健康。且心血管内科的疾病普遍存在较长的病程，容易反复，难以根治，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很可能因为自身因
素的影响，阻碍病情的恢复，大大增加临床治疗与护理的难度。所以本文应用优质护理模式，尝试以此方式提升心血管内科的护
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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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疾病所存在的病史较长、发病速度快、病情容

易反复等问题，导致其难以得到有效根治。患者在住院期间，

很可能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对病情恢复产生阻碍，导致各类

并发症、疾病感染和心理问题的出现，使得为患者开展临床护

理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选择科学合理的临床护理模式，可以

大大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出现的概率，有效提升临床治疗的质量。

优质护理模式作为更为科学的护理模式，要求护理人员在开展

护理工作时，必须要尽可能基于患者角度出发，在有效缓解患

者的心理压力及身体疼痛的同时，还可以有效拉近与患者之间

的心理距离，从而有效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遵循卫生部在优

质护理服务方面的部署标准，有效贯彻落实优质护理模式，切

实落实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有效深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工

作开展。

1 提升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应用效果的具体

措施

1.1 强化相关培训

对于心血管内科护理人员，需要定期安排其接受护理知识

和操作技能方面的培训活动，以提升其护理知识储备量，拓宽

其认知范围。确保护理人员开展相关护理服务时，可更及时的

发现相关问题，并予以及时解决，让患者能够获得更为安全、

高效、优质的护理服务。

1.2 强化心理相关护理

心血管患者普遍都属于中老年人，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

导致其心理状态普遍较差。所以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当

主动与患者接触，加强沟通，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医院的环境

及诊疗程序等信息，让患者可以在护理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尊

重及关爱，从而主动信任护理人员，逐渐放下戒备心理，能够

主动与护理人员深入交流沟通。此外，护理人员还需要通过有

效的沟通，及时且全面的了解患者心理需求，并尽可能满足患

者要求。在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中，必须要保持温和态度，使用

诚恳的语气，确保患者可以自觉配合护理工作的开展。

1.3 加强身体护理

大部分心血管内科患者都患有循环系统相关疾病，所以在

开展护理工作时，护理人员对治疗药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要密

切关注，落实用药的管理和饮食指导工作，切实保障患者安全。

例如，患者患有动脉粥样硬化及心绞痛，在开展护理工作时候，

务必要引导患者维持稳定的情绪，尽可能避免因情绪的激动而

诱发心绞痛，并且要及时准备好相应的急救药物；对水肿患者

开展护理服务时，要合理控制其利尿药物的用量，避免出现低

钾血症，在为患者更换衣物时，必须要用温柔的动作，对患者

的饮食合理控制，控制其盐分的摄入；在对心力衰竭患者提供

护理服务时，要密切观察其使用强心苷类药物的副作用。

此外，护理人员还需要尽可能维持患者住院环境的整洁、

舒适、干净和干燥，定期晾晒和更换床单被褥，严格按规定对

患者日常使用的物品进行消毒，叮嘱患者要保持自身的卫生，

避免在住院期间感染各类疾病，对于疑似感染的患者，护理人

员需要遵医嘱对其采取对应的护理措施。

1.4 强化健康教育

全面健康教育工作需要予以严格落实，采取一对一讲解、

发放画册或视频教学等形式，落实健康教育，确保患者可以正

确且详细的了解自身的疾病知识、治疗方法、护理重点及注意

事项等。护理人员需要及时告知患者各项检查、治疗措施的重

要性，告知其各治疗方法的效果，及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等，

帮助患者提升对于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促进其更快的消除恐

惧心理。

1.5 加强饮食方面指导

正确饮食是确保患者更快康复的重要基础，所以护理人员

需要帮助患者及时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在确保其规律

饮食的同时，保证营养的均衡，尽量选择清淡且容易消化的食

物，避免摄入生、凉、辛辣、油腻的食物。此外，要明确告知

患者，自主控制日常的饮食量，以降低其心脏的负担。

1.6 落实康复指导

护理人员应当按照患者的实际病情，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康复训练方案，可按两周为周围，第一周安排患者接受低强

度的肢体训练，第二周安排患者进行心脏康复训练，并根据实

际情况合理调整治疗方案。

2 讨论

心血管内科的患者存在较大比例为病危患者，由于其病情

较为复杂，并且发展的速度较快，所以存在较大的治疗难度。

与其他科室相比，心内科护理的特殊性更高，其开展的护理工

作效率较低，工作强度较大，护患之间难以维持良好的关系，

如此不仅会对患者的恢复情况产生严重影响，还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导致护患之间频繁出现矛盾与纠

纷。通过应用优质护理模式，能够让患者对护理和治疗的接受

度更高，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提升预后效果。此外，应

用优质护理模式，还能够显著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水平，强化

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以

人为本，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意识，让患者可以获得更高

品质的护理服务。患者及家属普遍对优质护理模式和院方予以

好评，如此也能够充分体现优质护理的有效性及科学性。应用

优质护理，可以建立融洽的护患间氛围，显著提升患者在治疗

及护理方面的依从性，推动护理工作的有序、健康发展。

3 总结

优质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缩短心血

管内科患者的临床病症消失时间，进而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

护理人员在应用优质护理模式的过程中，其服务思想得到深入

转换，注重为患者构建优质就医环境，并引导患者开展适度运

动，科学、有效地为患者的心理护理提供必要的护理干预，显

著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及效率，大大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出现

概率，使得患者的预后情况及生活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具

有显著的护理成效，值得被广泛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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